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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世界进入稳步发展的时代，逐渐显现的老龄化问题成为发展的挑战。中国社会里的老龄化趋势也在

时间里逐渐凸显出来。面对中国本身的人口基数，其展现出来的老龄化数量及其质量都是值得关注的。

以缘起的科技为关注点，将专家在当代科技时代的伦理责任作为切入点，重点关注到专家在处理老龄化

问题中的作用，以人文关怀推动处理老龄化问题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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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world enters an era of steady development, the problem of aging is emerging as a challenge 
to development. The aging trend in Chinese society has also been highlighted over time. Given 
China’s population base,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aging is a cause for concern. Taking the origi-
nating technology as the focus, the ethical responsibility of experts in the contemporary technolo-
gical era as the entry point, focusing on the role of experts in dealing with the aging problem, and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dealing with the aging problem with humanistic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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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按联合国的调查数据来说的话，在 2017 年的时候，以 60 岁为分界岭，其中世界上就有大约 6.62 亿

的老年人，占全球总人口的 13%，且正以每年约 3%的速度增长，增长速度更是超过其他各年龄段。按这

种趋势发展，预估到 2030 年，世界老年人人口将达到 14 亿[1]。而在中国，在 2021 年的时候 65 岁及以

上人口就已经上升至 14.2%，中国已经正式踏入了“老龄社会”。而实际上，在 2020 年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时，中国就已经明确提出了实施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2]。而在 2023 年的现在，中国急需探索应对老龄化的方案。 

2. 老龄化时代下的情景问题 

有资料预测，中国老龄人口量在 2020 年将达到 2.48 亿，峰值将出现在 2050 年，达到 4.34 亿人，老

龄人口占总人口数量的比重也将从 17.17%增至 30.95%，届时，中国也将进入老龄化的下一个阶段——超

老龄社会[3]。从这种增速来看，中国老龄化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且会向着更恐怖的局势发展。预先部

署有关老龄化的方案是势在必行的任务。 
在面对老龄化的形势下，其中与时代密切相关的就是科技，而这也是老龄人口感受最深的地方。随

着科技的发展，“技术哲学界普遍认同的一种观点是：近代以来，人类生存方式已经逐渐从自然生存转

向了技术生存”[4]。然而事实是，在对于技术的获取使用中，数字鸿沟明显存在于老龄人口之中，并成

为了现今老龄化问题的一大特点。 
针对老龄人口与技术产品之间的醒悟，可以追溯到 2020 年新冠肺炎事件的出现，在这场全球卫生事件

中，中国启动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其中健康码、行程码的使用为新冠肺炎的应对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然而

在这一措施实施的时候，老龄人口对于手机、小程序的使用却闹出了不少混乱。有的人没有智能手机，有

的从没有使用过手机里的互联网 APP，有的更是对于诸如小程序注册、查找束手无策等。后续更是因老龄

人口引起的疫苗接种时间延长、健康码不会使用导致肺炎蔓延等一系列事件导致其他年龄段的人对于老龄

人口的不满。然而这样的数字鸿沟其实不过老龄人口生活中的一部分，只是在这样的特殊时段被集中压迫

引爆而已。但在这样的事件里，我们可以看出老龄人口在时代浪潮的发展中是多么弱势的。此外，针对技

术产品的发展应用，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是剧烈的，原本社会中黑暗的一面也正在通过网络极速向社会

各层蔓延过来。通过互联网，公众对于信息的接收变得格外迅速，促进了信息的获得、交流、沟通。然而

这样的信息传递方式对于老龄人口来说本应是便利的，但却随着各种无良媒体、资本的介入变成了蒙蔽他

们的工具，也正是因为他们对于这种数字世界的不适应，也加剧了他们对于信息的甄别困难。各种诸如打

着专家旗号的“科普小文章”、充斥着营销话术的商品广告等等在互联网中被老龄人口所接收。 
时代发展浪潮下的世界是日新月异的，人与人之间的变化也是巨大的。世界变得更具科技感，人类

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便利，但是在这样急速的发展之中，物质的部分不用过多赘述，反而是人文、精神方

面被落下了很多，似乎可以说是在伦理关怀上，人类的进步并没有跟上科技的发展速度，这一表现在老

龄人口的生活中被凸显出来。 

3. 专家在科技中的伦理责任 

针对专家的科技责任的提出，在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当时主要源于医生的需求，为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r.2023.10312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黄钰 

 

 

DOI: 10.12677/ar.2023.103120 928 老龄化研究 
 

了调节医生与医生、医生与师徒、医生与医患之间的关系，订立了《希波克拉底誓言》，以作为确立各

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准则[5]。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明确的科技伦理规责任在一次次诸如阿西洛

马会议(1957)、乌普斯拉会议(1981)等国际会议中被完善，时间来到当代，随着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社会活

动，又加上影响其发展的不再只是认识论因素，导致专家在这一场变化中牵涉到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

其原本的伦理责任也需要进行更加偏向社会性。 
实际上，专家作为科学技术的代言人，在行为处事中其实更多的是贯穿了科技理性的理念。按照科

技理性要求，在科学的应用中，一方面将科学工具化、技术化；另一方面将事物过程逻辑化、形式化，

从而使科学具有“可应用性”，使科学应用对象具有“可受用性”，产生一种“双向理性同构”[6]。也

就是“工具理性即通过实践的途径来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物的最大价值，为实现人的某种

功利服务”[7]。在这样的“范式”指导下，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一种追求理性、利益最大化的科技感满

满的世界。然而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价值理性的存在也同等重要。价值理性是人类作为主体以意志和

需要为其发展社会的出发点来进行价值选择或价值活动的一种自我控制能力和规范原则，是人类特有的

一种用以控制调节人的欲望和行为的精神力量。只有在这样一种批判、反思的力量下，人类才能够遏制

科技的僭越，回到人自身上去，将科技为人类服务的主旨贯彻到底。 
正是在这样的价值追求中，面对老龄化问题中的科技难题时，我们才能以专家的切入点建言献策。

专家的责任，一般来说有两层含义：一是专家的内在责任，即专家在从事科学研究时必须遵守科学的职

业道德规范；二是专家的外在责任，即专家应该对自己的科研活动给社会造成的后果负责，这是一种特

殊的责任，反映了专家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8]。专家的道德责任主要指外在责任，是指专家对他人、

集体、社会所采取的态度，以及对达到的行为后果应该负责的一种伦理学范畴。只有这样的伦理责任，

才能够将专家紧紧与社会连接，才能够真正将科学技术的发展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 
当在价值理性的选择下关注专家的伦理责任，那么我们将看到人类社会充满人文关怀。一般来说在

论述专家的伦理责任时，因其工作的特性，可以分为选题、研究、应用三个阶段，三者共同组成科技研

究的整个过程[9]。但是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不断深入，本文觉得更应该采取职业伦理责任、社会伦理

责任和未来伦理责任更为恰当。职业伦理责任包含了在研究过程中涉及到的选题、研究和应用的责任；

社会伦理责任则是指的专家在除开科研本身之外，对公众、政府的责任；未来伦理责任主要是专家本身

要在正确价值观的引领下以长远的目标为对象发展科学技术，如功利主义与道义论之争[10]。在这三种伦

理责任的使用中不仅有对于科学技术本身的责任，更有大科学时代下的责任进化，充分体现出价值理性

的特点，也有助于我们后续在分析老龄化问题时与社会问题的贴合。 

4. 专家助力适老化发展 

事实上，在这样一种全球化趋势的老龄化问题上，各国都是积极面对且谨慎对待的。在第二届老龄

问题世界大会(The United Nations Second World Assembly on Ageing)上提出了倡导“积极老龄化”(Active 
Ageing)理念——旨在树立和维持正常的身体、精神与社交活跃的生活方式[11]。总的来说就是希望不管

多大的年纪，都可以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并享受到更好的生活质量。因此在这样的问题中，牵涉主体的

复杂性要求多方的参与共同为老龄化问题助力。 
其中本文认为科技时代下的老龄化最需要的也是科技，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信息沟通技术、卫生(护

理)技术、康复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干预和辅助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缓解了老龄人口因年龄而引起

的身心健康、社会参与等问题。这一点已经被美国、日本、德国的案例所证实。因此在科技发展的过程

中，本文认为专家在其中的责任更多的是需要展现社会伦理责任和未来伦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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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谈论老年人的生活时，基本是涵盖了 ADL 和 IADL 的所有活动。其中 ADL 是指每日生活中与

穿衣、进食、保持个人卫生等自理活动以及坐、站、行走等身体活动有关的基本活动，而 IADL 则是指

工具性的日常生活，如处理家务、驾车、采购等需要借助外界事物来完成的个人事务[12]。相对于 ADL
而言，IADL 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毕竟 ADL 的内容只需要老年人纯粹被养在家里，然而这样基本可以

说完全不现实。一方面是现今的老龄人口的精神世界受到世俗的供养而不断丰富着，另一方面则是老龄

化下时代的需求，老龄人口也在不断向着劳动人口的未来进发。而在面对老年人的 IADL 生活时，这就

需要针对他们的薄弱处而准备着。 
因此专家在社会伦理责任方面，可以表现为在关注到老年人对于科技方面的需求之后，通过科普的

方式消解他们与青年一辈在信息科技时代获取信息、享受信息科技便利之间的鸿沟，从而帮助老龄人口

提高相应的科学素养[13]。此外还能够通过官方的科普，有效打击互联网上各种虚假信息，防止各种科技

产品抓住老年人省钱的心理弱点，通过互联网手段，收集个人信息，致使陷入隐私泄露的风险等等。而

在具体的科技产品使用中，老年人面对种种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自身的客观生理硬件的退化。大多

数老龄人口认为现阶段市场上面售卖的手机，在视觉接入方面字体太小，难以看清；在听觉接入方面音

量过小、过短；在触觉接入方面过于灵敏[14]。针对市面上的数码产品多以青年人为目标群体的现状，专

家就可以在研发产品的时候多多关注老龄人口的需求。实际上，在互联网应用方面，已有 300 多款网站

和移动互联网应用(APP)通过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的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水平评测。部分政府官网已经实

现语音朗读、语音导航等多种辅助功能，改造后的 APP 具备大字体、大图标、高对比度、操作简单、无

广告插件的界面模式[15]。可以看出关于老龄化问题的应对政府已经进行了引导，而专家在这样的情景中，

就更应该发挥自身在研发中的力量，切实、准确地以老龄群体的需求为目标行动。 
在未来伦理责任方面，专家需要的是进行长远思考，不能仅仅以功利为需求，更应该坚守道义，以

正向、正确的价值贯穿进研发、研究之中。而这样的核心理念在老龄化问题中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道德

信念。即面对利益诱惑时，不参与有损老龄群体利益的研发涉及。不论是具体研发行动之前的项目参与

还是研发过程中的产品设计，专家都能够保持一定道德信念，不为利益团体所惑，不参与、不设计恶性

软件、产品。例如能够窃取他人隐私的程序、很轻易就损坏的产品(以多次购买或修复为利益)等等。事实

上，对于未来的伦理责任更多是一种事前责任，它强调的是对于专家的限制，是一种专家本身的责任。

专家在社会不再是以往曾认为的中立地位，他还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只有专家能够将伦理责任内

化于心，我们对于老龄化问题的应对才能够得到相应的科技支持。 

5. 结语 

有关专家的伦理责任的发展，其实更多的是在一种大科学、后常规科学等情境下延伸出来的，科学

的发展在技术的加持之下飞速发展，从而导致科学本身也越来越成为了社会的参与主体及关注对象。科

学越参与到社会的活动中，科学与社会各主体的联系也就越深入。在全球老龄化趋势日渐明朗的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科学也是推动这种局面的参与者之一，因此在老龄化问题上专家也是责任主体。一方面是

科学自身发展的因果，一方面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导致的结果就是专家在老龄化问题中不可能、也不

应该袖手旁观。 
以伦理责任为切入点推动专家参与到老龄化问题中来，是因为相对于科技发展的工具理性而言，价

值理性在社会上的欠缺是显而易见的，而这样的特点在老龄化问题越演越烈的今天也是昭然若揭的。在

面对老龄化问题的思考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需要展现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而这样的思想对应的

就是一种社会责任。以科学技术助推老龄化问题，需要的就是专家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推动数字鸿沟到数

字包容，与各领域责任主体一起，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助推社会的和谐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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