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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当下，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迫切需要直面的现实问题，“积极老龄化”

已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老龄人口数量多、老龄化进程快。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

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观念的改变，老龄人的养老面临着更高层次、更多元的需求。从中国传统老龄观

的认知转向看“积极老龄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及挑战，对缓解当下养老重压及探寻实践路径具有启

示意义，致力于为当下日益显著的老龄化问题提供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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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 the problem of aging has become a realistic problem 
that most countries urgently need to face, and “active aging” has become a concern of the interna-
tional community. At present, the aging population of China is large and the aging process is fast.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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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standards and the change of life con-
cept, elderly care is facing a higher level and more diversified needs. Shifting from the cogn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iew of aging to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in the process of “active 
aging” has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alleviating the current pressure on elderly care and explor-
ing practical paths, and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guidelines for the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aging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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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老龄观的认知转向 

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社会将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问题，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传统居家

养老模式与科技创新型的养老机构之间的抉择、老年人口基数大、面临管理困难和经费问题的农村养老

与注重更高层面的养老需求的城市养老之间的经验互鉴，以及数字化和老龄化的融汇、养老行业带来的

代际关系以及养老机构的基础设施和服务等问题扑面而来，传统的孝道观念与更完善的现代化养老观念

之间的转变、农村养老的人情味与城市更完善的养老体系之间、满足温饱的物质需求与老有所乐的精神

需求之间，人们对老龄人口的养老观念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建立满足时代和社会需求的现代养老体系迫

在眉睫。 

1.1. 传统养老与现代养老 

漫长的农业社会里，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也是生产单位，也是传统养老模式萌生的土壤，传统的孝

道观念下，家庭养老成为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就现实情况而言，中国的老年人口一半以上还生活在农

村，大多数老年人的生活保障能力还比较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必须依靠家庭成员的扶助而安度晚年。 
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变化和发展，我国家庭养老的

功能有日益弱化的趋势，传统的孝道观念也开始淡化，传统养老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面临着“未富先老”、

“空巢化”、“少子化”等多种新型的现实问题。随着农民工涌向城市、中小城镇人口涌向城市、都市

年轻人离家异地居住，传统的养老模式也随着人口的空间移动不断受到冲击，在对传统养老模式的继承

的基础上，寻求新理念和新方法成为当下所需。 
养老观念的转变催生着现代养老模式的产生。养老产业迎来了由萌芽到茁壮成长的历史机遇，养老

机构分担了传统家庭养老的沉重压力，解决了由此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除去对老年人口合理的照顾，

在不同的需求和层次下，养老行业开创了温泉养老、医养结合、丰富文化活动等新型的养老模式，随着

5G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AI 智能识别技术的广泛使用，以及机器人应用技术的成熟，现代养老可以结合

科学技术，实现养老模式的智能化、网络化、多样化。 
传统养老思想延续至今，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传统孝文

化的基础上实现养老思想的传承与创新成为时代的需要，现代养老将在传统养老模式的基础上，增添更

多时代性强、实用性强且适用范围广的新鲜元素，逐渐形成更加完备的复合型养老体系，更加契合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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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 

1.2. 农村养老与城市养老 

农村是我国养老问题最严重、最难解决的地方。对比城市而言，农村山清水秀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但就基础设施、养老机构的建立与完善、养老机构的管理和经费等方面而言，城市因其有着更加完备的

基础设施、更多元的养老模式成为当下诸多养老群体的选择，人们以家庭、社区为主的传统养老模式已

然向舒适性、专业性、科学性更强的现代化城市养老模式转变。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年轻劳动力流向了城市，农村的老年人大多因为故土情怀或自身原因选择

留在农村，这使得农村老年人“空巢”趋势十分严重，依靠子女照顾的传统农村养老模式遭受到了冲击。

机构养老作为一种全新的养老模式，在农村的养老体系中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受传统“养儿防老”

思想观念的影响，大多数农村老年人仍然选择传统家庭养老模式，认为去养老机构是子女赡养老人不作

为的深刻体现，这样根深蒂固的思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养老机构的发展，同时，受环境和经济条件

的制约，农村养老机构的硬件设施、医疗设施、娱乐设施等的发展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对比农村养老的发展，城市养老的要求更高、基础设施较完善、文化活动也更加丰富，积极发展养

老产业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已然受到强烈的冲击，更契合现代化背景下

养老需求的现代化养老机构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 

1.3. 物质需求与文化需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既有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物质需求主

要指的是人在温饱的基础上对衣食住行等生存方面的需求，而精神需求则是人们在精神生活中的需求以

及对自我价值的追寻，在物质层面的需求得到很大程度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则更加

重视，精神生活的富足已然成为幸福感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和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日益强烈。进入老年期

后，个体的精神需求会随着年龄阶段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随着生理和社会角色的变化，老年人在

精神需求上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从电子媒介、报纸等途径了解世界和国家大事是很多老年人精神文化的

重要构成部分，参加文体活动是老年人扩大人际交往的重要途径，“候鸟式”养老也已成为诸多老年人

的选择，书法、绘画、舞蹈、模特等成为当下众多老年人青睐的文娱活动。由此可见，老年文化是老年

人的精神力量，应该得到普遍的重视。 
从“老有所养”逐步实现“老有所乐”、“文化养老”，新的养老需求不断催生着养老行业的发展，

人们对于养老的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2. 积极老龄化的实践挑战 

数字化与老龄化的不断发展促使老龄网络需求文化也在不断增长，但不少老龄人缺乏数字技能，跟

不上数字化发展的速度。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农村与城市的养老建设、养老发展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差别，年轻劳动力外出流向城市，空巢老人的人数不断增加，生育观念的改变催生着少子化家庭的发展，

诸多问题促使老龄化背景下的现实问题不断凸显，寻求应对举措成为当下所需。 

2.1. 数字鸿沟 

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老年人口数量和占比在快速上升，而当老龄化遇见数字化，

如何让规模巨大的老年群体共享智能社会发展红利，是当前社会民生领域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扫码出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1015


戴淑艳 
 

 

DOI: 10.12677/ar.2024.111015 103 老龄化研究 
 

行、手机支付、健康码出示、预约挂号、抖音快手娱乐等等数字化带来的便捷服务都在展示着数字化已

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而对于不擅长使用智能手机和智能设备的老年人，这是日常生活所面临的

种种挑战。 
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统计公报，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为 28,004 万人，

占总人口的 19.8%。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与社会数字化转型，推动着占总人口近 20%的银发群体迈入数字

化生活浪潮，在智能化遍布生活的各个角落的基础上，互联网的消费群体主要以年轻人为主，契合老龄

人的文化产品数量并不多，质量上也存在提升的空间。 
老年人因其年龄、身体机能等多个因素的影响而导致自身学习困难，存在主观认为学习的速度跟不

上科技变化的速度等心理落差。如何让数字技术赋能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需要政府和社会以及社会各界的

共同努力，帮助老年人从参与使用智能设备到参与到数字化的社会中。政府搭建好老龄化与数字化之间的

文化桥梁；青年人更有耐心、更有信心、更有责任地为老年人普及新知识新技能；市场不断厚植老年文化

产品的生长土壤，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符合老龄人的文化产品，不断缩小数字化与老龄化之间的鸿沟。 

2.2. 需求差异 

养老行业的不断发展也面临着养老的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等的差别化，农村与城市的需求不同、普

通养老与高级养老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如何因地制宜、因需生产，成为当下养老行业发展需面对的问题。 
老人的养老可以基本分为三个层次：基本养老、普通养老及高级养老。基本养老则是老年人的基本

生活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包括食宿和医疗等基本的养老问题；普通养老则是在基本养老的基础上，能够

享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及服务，而这样的养老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高级养老在前两者的基础上，

享有更高层次的待遇，包括高级养老院及特殊的看护服务等等。与此同时，养老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根据

不同养老层次的需求而有所变化，从基础的社区运动设施发展到集体的文娱活动，再到更高层次的精神

方面的追求，以及从家庭养老到社区养老，再到候鸟式养老、医养结合的疗养院等更多形式的养老。 
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加剧，庞大的老年群体养老、医疗和社会服务需求不断扩大，带来最直接的问

题是如何解决多层次的社会养老保障。专业化的养老机构数量远不足以满足实际的养老需求，需求端与

老龄化程度分化比较严重等问题显著。针对复杂的养老需求和当下的养老现状，各界需致力于在围绕需

求改变供给的基础上，关注到养老行业的动态变化，不断更新与调整，打造符合老龄人需求的养老行业

及完善的养老体系，缓解当下尖锐的养老现状。 

2.3. 代际关系 

养老机构的发展促使传统的居家养老逐步被机构养老替代，与此同时，带来的问题即是代际关系的

僵化。年轻人作为青壮劳动力流向经济发展的地区，老年人的看护责任转向了机构，随之而来的是老年

人精神上的需求问题。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2]源自《孔子家语·致思》，这句名言已然指出儿女赡养老

人的重要性。孝道一直以来都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优良传统，但为了生计子女不可避免地四处奔波，

常年离家的状态导致仅有节假日才能与亲人相聚，通过互联网隔着屏幕的问好，往往因为避免对方担心

而善意隐瞒现状，这一系列的因素导致代际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 
随着生育率下降、离婚率上升、婚姻晚育等现象较为普遍，传统家庭模式发生了变化，导致家庭规

模缩小、家庭成员分散、空巢化、少子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影响家庭内部对老年人提供照料和支持

的能力和意愿。同时，由于代际之间收入水平、财富积累、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代际之间的关系

也成为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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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让代际关系不脱节。利用社会各界力量不断增强代际之间的联系，利用家史

溯源呼唤代际群体之间用爱与行动陪伴家人，不断增强老年人口的满足感、幸福感。社会的关爱是缓解

老龄人精神陪伴需求的重要方式之一，代际互动行为能够显著提高老人生活照料支持和精神慰藉支持的

获得，让家庭少有所依、中有所乐、老有所养，积极构建幸福美满的家庭成为现当下养老行业发展的奋

斗目标之一。 

3. 积极老龄化的实践路径 

养老观念的转变影响着人们对现存问题的看法。就当下形势而言，树立健康、有为的积极老龄观成

为大势所趋。老龄人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群体理应受到优待。正确认识我国老龄化的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及其带来的影响，树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观念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对应措施尤为重要。 

3.1. 发展“数字反哺”型高质量养老服务 

高质量是新时代养老服务发展的新目标和新任务，所谓高质量的养老服务即是在基础养老服务的基

础上发展更专业化、协调化、智能化的养老服务，实现“从有到优”的蜕变，养老服务对象的普遍性、

养老设施的全面性、医养结合的可行性等多方面的提升共同助力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 
随着人们养老观念的深刻转变，数字化与老龄化之间关系如何协调、如何使数字化在便利生活的同

时，也能帮助老龄人更好地融入到数字化时代成为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 
首先，针对老龄人自身学习困难的问题，社会各界需共同努力，引导老年人正确认识数字科技。老

龄人的学习新事物的能力有限，这就需要数字化市场的积极引导、家人的陪伴与耐心讲解，以及老年人

自身的思维和认知的改变。各种力量的汇入，助力老年人掌握数字应用，更好地适应生活。 
其次，适合老年人的数字化产品及相关服务有待改进。当下数字化市场及其产品的受众主要以年轻人

为主体，产品的设计及使用也主要以年轻人的操作为导向，对于老年人而言，繁琐的操作流程、复杂的操

作说明等因素阻碍着老年人对数字化产品及相关服务的使用。因此，数字化企业及相关平台应关注到老年

人的数字化需求，加强老龄技术研发，突出数字适老化，打造适合老年人的数字化产品和相关服务。 
最后，老年人是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老年人的关心和爱护应成为社会的共识。在国家政策

层面，数字强国和积数字化背景下的积极老龄化的有机统筹结合；在社会参与层面，家庭、社区及公益

组织等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3]。多方力量、多种形式，不断提高老年人的信息获取能力和网络数字素养，

助力更多的老年人融入和享受数字化的美好生活。 

3.2. 提倡代际融合背景下的“老有所依” 

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以家庭养老为主，这样的模式大大地促进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与互动。随着

城市化的发展，大量的年轻劳动力流向城市，“空巢老人”的情况较为普遍；随着生育观念的变化，“少

子化”的家庭也逐步增多，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体系成为当下养老的基本模

式，家庭规模小型化、子女外出上学务工等多种因素致使老年人的空巢趋势越发明显，“少子老龄化”

的严峻形势使老年人的医疗保健、生活照料等问题十分突出，这样的变化所带来的代际之间的问题需引

起我们的重视。 
代际融合是通过不同年龄阶层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互动，实现不同代际之间的和谐共处。相比物质条

件的满足，精神的陪伴更是老年人所需要的。 
首先，实现老有所依，要弘扬传统孝道。孝道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弘扬孝道也是当下

实现“老有所依”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弘扬孝道文化，不断增强、重塑子女的孝道观念，增强子女履

行赡养老人义务的主动性，增强老年人的满足感和获得感，从而构建“老有所依”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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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传统孝道的内涵在当今社会背景下与时俱进，代际融合的互助养老模式更契合日益多元的养

老需求。以年轻人的养老服务时长兑换青年人退休后在养老院的住宿资格这样的新模式也在不断实现青

年人与老年人的双向奔赴，年轻人用志愿服务时长抵扣房租达到节约生活成本的目的，老年人相对应地

也得到年轻人的陪伴和关心，通过代际融合的互助养老模式，从“共享”实现了“共赢”。 
最后，代际融合存在的重要环境即是良好的社会风气。让“老有所依”成为社会共识，在社会形成

“尊老、爱老、护老”的良好环境，让老年人舒心、让年轻人放心、让社会共同给予老年人群体关注和

陪伴，缩小代际之间的鸿沟，让老年人生活在一个温馨、舒适、其乐融融的环境当中。 

3.3. 发展契合老龄人需求的“银发经济”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老年人口的增多，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已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逐渐从生存消费型

走向享受型消费，不断朝着多元化和个性化发展，随之而来的也是银发经济发展的巨大空间，与此同时，

老年消费产品的单一性、产品的种类有限性等多个因素影响着老年人的消费，致使银发经济的发展蜗步

前进。因此，扩大老年产品的有效供给、不断推动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老年产品的质量监管成为当

下银发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首先，扩大老年产品的有效供给。供给是以受众的需求为导向的，老年人的需求不仅仅停留在物质

的需求上，更多的也走向了精神需求，以老年人的需求为导向进行生产，实现产品的有效供给尤为重要，

一方面，避免产品的滞销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提升老年人的获得

感和满足感。 
其次，不断推动老年产业转型，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的消费潜力也在不断上升，促

进养老服务与文化、旅游、餐饮、健康、金融等行业的融合发展已是行业的大势所趋，以全面的姿态应

对银发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加专业化、科学化、多元化的消费选择，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也让老年人

享受到社会发展的红利。 
最后，不断加强养老服务和产品质量的监管。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辨别伪劣商品和养老服务的能

力较弱，加强养老服务和产品质量的监管尤为重要。健康市场，老年人才可以放心地消费；完善监管，

产品和服务才会更高质量，不断地完善相关结构、完善准入标准，才能有效地满足老年人口多元化多层

次的要求，由此促进银发经济的蓬勃发展。 

4. 总结 

我国老龄人口数量多、老龄化进程快，这是现存的事实，而如何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银发之路

才是关键所在。“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有识之士

积极老龄观的树立与实践等多方力量共同助力应对我国老龄化严重的尖锐问题。“银发时代，路在何方？”

银发时代，路在脚下，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建立契合时代需求和人民需求的现代化养老保障体

系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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