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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社会建设的重要阶段以及人口老龄化快速加深的现实约束下，老年人适应社会发展面临着生理与

心理的多重挑战，满足老年人数字鸿沟中的多层次需求格外重要。在大量文献研究基础上，发现社区作

为老年人生活娱乐的主要场所，立足社区开展数字教学，养老服务活动与人力资源开发具有显著优势。

基于此，提出社区满足老年人多层次需求实现路径，以社区为主体，构建老年人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将

志愿护老，社区服务，老年娱乐三者结合，以期提升老年人生活的幸福感并为老年人力资源市场发展和

实现成功老龄化战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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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mportant stage of digital society construction and under the realistic constraints of the 
rapid deepening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elderly are facing multipl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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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 challenges in adapting to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eet the mul-
ti-level needs of the elderly in the digital divide. 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 studies, it is 
found that community, as the main place for the elderly to live and entertain, has significant ad-
vantages in carrying out digital teaching, elderly care service activities and human resources de-
velopment based on communit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com-
munity meeting the multi-level needs of the elderly, takes the community as the main body, con-
structs the elderly employment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combines volunteer care for the el-
derly, community services and entertainment for the elderl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s life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human resources mar-
ket and the realization of a successful ag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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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告显示，60 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 18.70%，其中 65 岁及以

上人口占 13.50% [1]，老龄化问题备受关注。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

见》将满足老年人需求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结合，提出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着力构建老年友好型

社会等一系列举措，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为了促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生活，近年来，工信部启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

通过大字体、大图标、高对比度文字等形式，为老年人使用智能技术提供良好的辅助[2]。国务院印发的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中提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实施老年人科学素质

提升行动，以提高老年人信息素养和健康素养[3]。截至 2022 年 6 月，60 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占网民群

体达 11.3% [4]，老年人互联网参与呈现个性化、多元化趋势[5]。 
但如何让更多的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丰富生活充分享受数字技术和智能化服务带来的便利，是

走进数字时代过程中的必答题，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 

2. 数字鸿沟中老年人多层次需求难以被满足 

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智能化的服务广泛应用于购物，娱乐，出

行，医疗等多方位的社会生活，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智能便利的数字化时代。但是大多数老年人群体却

因为身体衰老和学习能力的降低被数字化生活抛在身后。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

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到 2035 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增加到 4.2 亿人左右，占比超

过 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6]。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老年人口规模、老龄化率将相继达到峰值。如此

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并且数量仍在不断增长，他们却逐渐与智能的数字化时代脱轨，被数字化生活边缘化。 
老年数字鸿沟不仅影响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而且也不利于中老年人公平的参与社会，更难以满足

中老年人多层次的需求：情感需求、适应社会的需求和再就业的需求。数字技能的缺失更加重了老年人

在劳动力市场的弱势地位，这样看来数字鸿沟影响的不仅是老年人的正常生活，甚至会是影响到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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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存问题。 
中老年人与数字社会脱节许多需求都难以得到满足：1) 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极大影响了老年人的日

常生活包括扫码消费，健康码出行，就医线上挂号等等方面；2) 情感需求被忽视，老年人娱乐方式单一

且不会利用互联网进行娱乐与年轻人脱节，与子女儿孙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内心越来越孤独；3) 老年人

的再就业需求，有些老年人虽然退休在家，其实还有能力和意愿继续工作，但目前大多数的工作岗位忽

视了老年人群体，即使有小部分的工作机会也是发布在互联网上，老年人也难以获取就业信息。这些老

年人生活中的痛点折射出数字经济在推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盲区。 
事实上，技术进步不应该是冷冰冰的，而应该是充满温度的。在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和数字化

迅猛发展的双重背景下，不经让人反思为何不利用互联网的优势与老年人再就业需求对接？智能列车跑

得再快，都不应该抛下老年人。当智能化遇上老龄化，如何让智慧科技切实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

成为国家和社会持续探索的议题。 

3. 基于社区满足老年人多层次需求的可行性 

目前的养老模式主要有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三种。家庭养老是指养老支持力主要来自配

偶和儿女的养老模式[7]。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深，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传统社会

在许多方面受到了冲击发生了转型。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不管是在经济支持和赡养模式方面都面临着诸多

问题和挑战。“少子老龄化社会”下青壮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导致了许多空巢家庭的出现，在家养老

的空巢老人生活没有人照料和陪伴，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得不到保障。即使老人与儿女一起生活，大

多数老人也不愿成为儿女的负担，现代社会快节奏的工作生活，激烈的职场竞争和高强度的经济压力让

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了冲击，大多数老人不忍心儿女既要忙于工作，又要照顾自己，更不愿意被年

轻一代看做是“老弱病残”有一种憋屈在家的心理。 
社会养老一般是指老人自费入住公立或民营的养老院、福利院、敬老院和护理院等，得到相应的医

疗和照护服务[8]。近年来由于社会需求的不断增加和相关政策扶持，养老机构的数量迅速增长，但是由

于资本的盲目趋利未对老人的养老需求进行深度理性的市场调研，导致目前养老机构市场上出现供需匹

配不平衡的问题。根据民政部发布的最新相关床位的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机构收住老人仅 215 万人，整

体床位空置率达 50% [9]。 
目前老年人群体的数量庞大并且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是动态变化和比较复杂的，养老机构缺乏对老年

人养老需求的深度市场调研，出现了供需错配的问题，城镇老龄人口数量多但城镇优质养老机构出现供

不应求“一床难求”的现象，农村和郊区私立养老机构多，可由于探望不便和位置偏远，入住率低相较

于城镇十分冷落。并且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老年人才能享受到社会机构养老的服务，对于经济实力相对较

弱的大多数老年人来说这显然不是优选。 

3.1. 社区养老具有显著优势 

社区养老是前两者的中间形式，是指老人晚上住在家庭里继续得到家人照顾，白天享受社区养老机

构提供的日托、家政、送餐等服务[10]。相较于其他两种养老模式社区养老具有能够满足中老年群体多层

次需求的优势，人除了生理、安全等比较低层次的需要，还需要满足归属和爱、自尊以及自我实现三大

心理需要。中老年群体的社交网络主要由熟人组成，生活在同一个社区有着差不多的经济实力，相同的

生活环境和相关联的熟人网络并且和家人住在一起，老年人不用在去到另一个陌生的环境重建自己的社

交网络，这除了满足老年人被照顾的需要而且还满足了老年人的归属感与爱的情感需要。大多数老年人

选择社区养老也为社区满足老年人多层次的需求提供了人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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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社区适老化服务助力满足多层次需求 

家庭是社区的基本单元，社区是由一个个小家庭组成的。重视老年人的幸福健康不仅是家庭的事情，

也是整个社区和社会的事情。社区能很大程度调用家庭，社区和社会的力量共同投入到帮助老年人解决

多层次的需求问题中来。为了更好的服务社区内的老年人，社区也不断的探索出了自己的老年友好型社

区创建的模式，同时政府也在出台相应政策更好的进行社区适老化改造。2020 年民政部发布的《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意见》指出支持物业服务企业根据老

年人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需要，进行增设无障碍通道、加装电梯等设施适老化改造，以及提供地面防滑、

加装扶手、消除地面高差等居家社区适老化改造[11]。社区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的健康筑起安全保障，更

有利于社区作为平台去满足老年人多层次需求。 

3.3. 社区可链接家庭和社会资源 

做好养老工作，不仅是增设硬件设施这么简单，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了解老年人真正养老的需

求，为老年人提供“心贴心”的服务更重要。社区是连接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桥梁，社区的服务可以

通过引入社会的资源个性化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的需求。以社区为桥梁在老年人自己的家门口构建起助

老爱老的社会养老体系，与成熟的标准化管理的社会养老机构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合作，让老人足不出

社区就能享受养老服务和医疗护理，弥补了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提高了社区养老服务的便捷性和

精准性。此种模式，通过整合调动社区内的各种服务资源满足老人的一些需求，老年人可以继续留在家

庭，让养老服务触手可及。关上门就是老人自己的小家，既可以保护自己的隐私也可以继续享受家庭的

温馨；打开门是大家，老人可以享受社区的养老服务，亲戚朋友的看望帮助和政府政策引导下来自社会

力量的支持。社区具有社会生活共同体的鲜明特性，符合老年人习惯在熟人社会进行人际交往的特点，

有利于老年人主动参与社区活动。 

4. 社区满足老年人多层次需求实现路径 

针对人口老龄化下老年人再就业的需求和此基础上的其它多层次需求，以社区为依托，从老年人自

身技能和兴趣爱好为出发点。以社区为主体，构建老年人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将志愿护老，社区服务，

老年娱乐三者结合，满足老年人多层次的需求。 

4.1. 情感需求 

培养老年人媒体素养，构建老年人娱乐体系。一方面，通过服务平台设立视频专区，通过“头部”

老年人网红带动现有老年人的方法，促使老年人积极主动融入智能化时代，评估老年人的兴趣爱好和特

长，定制视频传播内容，积极发展银发 KOL，让老年人可以享受“数字化浪潮”红利，丰富娱乐生活。

另一方面，服务平台上设立兴趣小组鼓励老年人拓展社交圈。根据老年人的兴趣爱好精准匹配相同或临

近社区的“有缘人”，采用微信步数积分制鼓励老年人在社区多走动，拉近与同龄老人的关系，丰富活

动形式。 
大学生志愿者融入社区服务，积分任务促进家庭代际交流。一方面，大学生作为志愿者服务的主力

军，一直以来都是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重要保障，社区应与该地的各大高校展开合作，大学生通过参加

陪伴老人、帮助老人的任务可获取相应的积分来获取学分，积极促进大学生志愿者入住服务平台，以大

学生积极的心理形态，为老年人提供陪伴和心理支持，实现大学生与老年人的互利共赢。另一方面，老

年人的情感需求多来源于亲友离开的孤独和担忧。社区服务平台发布家庭任务，通过排名机制激励家庭

积极参与活动，增加年轻人与老年人的相处时间，促进家庭代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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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定制化旅游服务，搭建“旅游 + 康养 + 文化体验”新模式。根据李雪峰[12]研究显示老年

人的旅游活动水平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的影响，其影响程度超过中青年人。目前老年人旅游市场中，

许多不良旅社抓住老年人贪便宜的心理，促使老年人旅游变得苦不堪言，如何帮助老年人避开“火坑”，

是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亟须解决的问题，社区平台应筛选有品质、重体验的旅游公司展开合作，从老

年人的真正需求出发，以风景和“红旅”为主，他们的行程包括去当地著名的历史文化景点观光游览，

观看当地有代表性的演出，去农贸市场买菜回学做当地菜，学习当地特色手工艺，接受当地作疗方法调

养身体，拜访当地的学校与普通家庭，与当地人搞联欢活动，学习当地传统歌舞。这样的活动将大大激

发老年人的成就感，为家庭付出的满足感，与家人亲密合作的幸福感。更有助于帮助老年人加强与年轻

人之间的互动和与家人之间的沟通，带动周边旅游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4.2. 适应社会的需求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从视觉、听觉、触觉、认知方面的生理性衰退与互联网时代的飞速发展促

使老年人“边缘化”。现阶段老年人对于智能手机的态度多呈现为想学但是又怕麻烦子女，社区平台应

线上根据老年人场景化需求(乘车码，日常支付等)开发益智闯关类游戏，帮助老年人在游戏的愉悦中学会

手机的基本使用，在游戏中强化记忆，不仅提高老年人自我认同感，也帮助老年人融入互联网社会。线

下设计大字体图画为主的手机教学手册，充分利用大学生志愿者资源，定期开展智能手机教学活动，手

把手教学。帮助老年人学会熟练应用扫描支付，健康码等。通过线上+线下模式不断强化相关技能，帮助

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4.3. 再就业需求 

针对普通老人，社区积极开展岗位。社区应在平台上提供社区卫生、文化、环境、治安、保障等多

方面的服务岗位，让有就业意愿的低龄老人在社区能实现再就业，并根据低龄老人贡献的服务时长兑换

其需要的服务。既能满足再就业意愿又能建设和谐社区。 
针对“高层次”低龄老人，实现工作最优匹配。可将匹配分为三个部分：技能、时间和地点；社区

聘请专家通过组合、分析老年人的人力资源特征，为老年人定制个性化就业方案，实现工作最优匹配。

老年人输入预期工作的日期和地点寻找合适的工作，也可以在公告栏处自寻搜索工作信息。招聘官也可

以登录该平台，填写招聘内容、地点、日期、薪酬等情况。不仅老年人可以在上面寻找招聘信息，招聘

者也可以在上面发布招聘信息，实现信息共享，减少信息不对称。 

4.4. 路径优势 

4.4.1. 多元价值交换，保障用户权益 
上述实现路径中提到的积分兑换服务有别于现存市面上的“时间银行”等预存志愿者服务的类似产

品，该实现路径以被服务者为重点，让其获得更优质的服务，将老人通过为他人服务来储蓄积分，这样

用户兑换服务无等待期限以及对服务平台存续性的担忧，所有用户生成的服务成果都需要经服务者、被

服务者、第三方服务同行和社区平台共同评价监督，以保证服务质量确实令用户满意。是一种劳动→价

值提供→价值储备→价值回馈的“多元价值交换”模式。该路径下，不仅能让老年人享受服务，也能提

升老年人的身份认同感。 

4.4.2. 整活养老互助模式，构建社区关系网络 
该实现路径为老年人互助提供了一个平台，以此社区居民可以自愿参与互助养老服务。从服务需求

到供给都有严格程序，效率比被动等待或阶段性的一般志愿服务助老要高。服务有量化标准，储户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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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责任分工较为明确，一般志愿助老持续性、责任分工较难保障。与传统志愿助老相比，该模式的居

家互助养老解决了依靠志愿服务养老的动力不足问题。 

4.4.3. 路径实现平台辐射搭建面广，切实考虑老年人多方面需求 
老年健康、参与、保障通常被看作积极老龄化的三大核心支柱，市面上越来越多的产品和设计也越

来越贴近老年用户群体， 但真正从用户需求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收益额度出发的良心设计屈指可数该实现

路径不仅是打造一款老年人就业信息服务平台，通过再就业形式充分发挥老年人的技能、经验、文化等

方面的优势，更重要的是发挥社区、家庭的作用满足老人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

存在感、价值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5. 结语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智慧养老逐渐成为热点关键词。传统家庭养老无法全面适应当

前的养老需求，寻求新型的多元复合治理手段解决老年人的多层次需求成为趋势。因此，以互联网思维

为导向搭建社区养老新业态尤为重要，本文提出以社区为中介构建智能化、信息化的养老服务平台，该

平台让子女可以对父母跨空间照顾，同时为老年人提供社交、情感交流的平台，让老年人充分享受信息

时代个性化的养老服务。希望老年人能真正享受在“智能”时代的便利，搭上“时代”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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