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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性问题，积极老龄化理念也成为了世界应对这一问题

的基本观念，积极老龄化基于健康、参与、保障三支柱，倡导老年人社会参与。在数字和信息技术快速

发展的时代，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日益趋向智能化，在数字化和老龄化交织的背景下，老年群体逐步被数

字和信息技术遗弃，老年人数字鸿沟正处于扩大趋势。因此，伴随着网络发展起来的网络文化要不断创

新，无形中推动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提升，提高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度，以此弥合老年人数字素养鸿沟，

积极应对老龄化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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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population aging has become a global issue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concept of active aging has become the basic concept for the world to address this issue. Ac-
tive aging is based on the three pillars of health, participation, and security, advocating for the so-
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In the era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and information technol-
ogy, people’s lives and work are increasingly becoming intelligen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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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weaving of digitization and aging,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s gradually being abandoned by digi-
tal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digital divide among the elderly is expanding. Therefor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network culture needs to constantly innovate, invisib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digital literacy among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crease their social participa-
tion, so as to bridge the digital literacy gap among the elderly and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of aging. 

 
Keywords 
Active Aging, The Elderly,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Culture Adapting to Aging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新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正面临着数字化和老龄化交织进行的挑战。一方面，人口的低速增长和

老龄化高速发展使劳动力成本逐渐提升，庞大的老年群体意味着各国需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应对

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另一方面，数字化带来的数字经济存在巨大发展潜力，高科技赋予老龄化社会

新活力，数据共享与劳动生产方式的改变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冲击，同时，老年群体的需求也可

以通过数字产品得到满足，科技和文化可以赋予老年人便利和高质量的生活方式。 
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随着

网络技术的发展，老年人在互联网上的使用频率也在跳跃式上升，老年互联网接入群体逐渐扩大，互联

网架构的赛博空间中各种实践活动及交往行为所蕴含的思维观念等精神成果便形成了网络文化，无论是

主动接入还是被动融入，网络文化都在无意中影响着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因此新时代要加强网络文化

建设，以弥合老年人数字素养鸿沟，积极应对老龄化。 

2. 积极老龄化与网络文化适老化的内涵阐释 

当前既是老龄化时代，同时也是网络时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对青年人的生活、工作造成了影响，

也对老年人的文化生活和终身学习产生了影响，因此要结合老年群体需求加强其网络素养，以网络文化

建设为载体弥合老年群体数字鸿沟。 

2.1. 积极老龄化内涵 

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对国家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乃至综合实力和国际

竞争力都具有深远影响，因此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当前满足老年群体各方面需求、解决人口老龄化带

来社会问题的必由之路。 

2.1.1. 积极老龄化的含义 
积极老龄化是一种新的观点，是继健康老龄化之后的又一次理论升华，强调老年群体在晚年生活中

既维持健康的心理和身体状况，同时又可以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仍能对家庭、社会、国家做出积极的

贡献。积极老龄化面向的是老年个体和群体，是强调老年人在老化的过程中积极、向上的态度和行为，

所承认的是即使老年人在年龄和体力上有所欠缺，但仍然有持续获得健康、参与和保障方面的机会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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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力所能及为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贡献老人力量。因此，积极老龄化是提高老年群体生活质量、实现

老年群体自身价值的肯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也是新时代重大的国家战略[1]。 

2.1.2. 积极老龄化的框架 
积极老龄化以健康、参与和保障三方面为基本框架，健康不仅是指老年人个体在身体方面的康健，

同时也包括心理和精神方面的积极，是动态的正向的生命活动状态。参与是在国家、社会提供优良环境、

优质政策与充足条件的前提下，老年人基于自身的能力与需求，既为社会发展作出相应贡献，同时也可

以继续参与社会实践，既依靠老年人个人意愿，同时更注重政府、国家为老年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

方面创造的条件。保障主要是针对政府政策能够依规依法保障老年人各方面权益，尤其是对于丧失自理

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的老年人，社区、政府应该为其提供所需的相关保障，保证他们保持个人尊严继续

生活。 

2.2. 网络文化适老化内涵 

文化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历史凝结化人文化交往理论，网络文化是以网络信息为基础，在网络空间形

成的文化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价值思维的总和，是人、文化、信息、空间的“四位一体”，网络文化适

老化则是以老年群体为主体，推动网络文化活动和产品进入老年人当中。 

2.2.1. 网络文化的含义 
网络为公众叙事提供了新的平台，不仅是技术工具，更是一种“关联”[2]，将虚拟世界中跨地域、

跨时间的人与人、人与物关联起来，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物质和精神产品，网络文化使异质文化在虚拟

空间得以传播交流，有力消解了世界文化同质化倾向。网络文化从广义讲，是人类在一切社会实践包括

虚拟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讲，是在当前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上在网络

空间中形成和发展的精神生活形式的总和，是包括网络文化观念、文化制度、文化活动、文化产品和文

化技术等于一身的集合体，因此，网络文化是存在于虚拟空间之中，依托技术和信息，在人类创造、接

受信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制度意识等精神现象的总和。 

2.2.2. 网络文化适老化的必要性 
网络文化既是技术特质和文化内涵的统一，也是脱域性与区隔性的统一，这就决定了其既有积极作

用，同时也会有消极影响。 
网络文化适老化打开了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缺口。老年性社会构建需要完整、系统的社会支持和服

务体系做支撑，公共文化服务是这一体系中关键一环。当前，网络文化作为势不可挡的文化发展趋势，

如何推动网络文化更好地服务老年人文化生活便成为了重要的时代议题，要让更多老年人享有优质的晚

年文化生活，网络文化适老化建设有利于提升老年人文化生活质量。 
网络文化适老化满足老年人对网络服务的迫切需求。信息时代，网络技术的操作和运用成为了社会

公民必备的数字能力，老年人要积极应对自身存在的缺陷，在社会参与和社交活动减少、与朋友家人分

离的社会问题背景下，老年人迫切需要一个除了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之外的第三空间开展自身社会文化

活动，网络文化的公共性、共享性和平等性特征使其成为了老年群体第三空间的首选[3]，通过网络文化

适老化建设实现知识、信息和文化向老年人倾斜的转换，满足他们的文化和网络需求。 

3.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网络文化适老化建设的困境分析 

人口老龄化不断呈现加深态势，同时信息技术也在不断普及，网络空间也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的重要阵地，但由于老年人信息素养较低，信息化建设之后，出现了老年数字鸿沟、文化服务适老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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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高等问题。 

3.1. 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度与网络文化传播媒介变化不平衡 

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时代，各种网络文化传播媒介平台成为了网民社交、工作、学习的生活方式，

互联网使文化服务和应用构建了数字形态，这对于大多数老年群体陌生茫然的赛道，老年网民规模占全

国网民总体比例较低，传统的文化交往方式固化了老年群体思维，使得伴随时代发展的新的知识技能未

能掌握。导致老年群体在网络文化服务空间中的社会参与度较低，逐步形成了“数字鸿沟”。 

3.2. 老年群体自身数字素养与网络技术快速进步不均衡 

目前，老年群体对信息的数字化认识不足、对信息使用不够充分，影响了互联网文化服务的有效性。

首先，受地理环境、信息资源、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互联网文化服务在现实生活中

存在着不平衡和不公平的问题，由于城乡发展不均衡和乡村教育制度的制约，农村老年人的数字化意识

普遍低下，其文化素质较低，属于典型的“数字贫困”群体。另外，老年群体在数字化生活的边缘，宣

传和推介网络文化服务方面仍然很落后，缺乏老年教育。 

3.3. 老年群体完整文化认知需求与网络信息茧房现象相冲突 

当前，算法技术使得个人和群体只接触到与自己观点相似的信息，对网民进行了用户画像，使老年

群体只能片面地认识由自己受教育程度所接触的内容，一些错误的、非科学的文化和信息极易影响和改

变老年群体的认知，因此老年群体亟需完整的网络文化认知，使其形成对信息舆论全面的判断和选择，

避免局限于自身、本地的特定文化与信息。 

3.4. 老年群体特定文化数字化体验与网络平台建设相矛盾 

由于硬件基础设施的不足，数字资源平台建设与线下的服务提供不能进行有效的对接，使得许多具有

历史沉淀、群众基础的优秀文化得不到很大的发掘与保护，深受老年人喜爱的戏曲、民间艺术、传统手工

艺等文化资源的产业化水平不高，不能实现数字化的体验，导致老年人群的文化服务选择空间被压缩。同

时，网络文化服务的数字平台建设涉及跨层级、跨地域的多个部门，由于各部门之间存在隔阂，导致了文

化资源的共享难以实现，这也造成了老年社区文化设施的重复建设、标准化程度不一、信息孤岛等问题。 

4.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网络文化适老化建设的路径分析 

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要科技文化全面发展、城市乡村协调发展，因此应对老龄化问题要积极满足老

年人对文化服务的需求、对文化产品的创造，以文化的转型发展赋能老年群体精神富足，既使老年群体

融入网络时代、现代化信息建设，又充分提升网络文化老年服务质量。 

4.1. 提高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度 

积极老龄化是为了提高老年人生活品质所开展的积极的老龄化行动，提倡老年群体对文化生活和网

络社会的参与，在健康、参与和保障方面获得最佳感受和结果，因此要鼓励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各方面

建设，尤其是文化生活建设，扩展老年人力资源，使老年群体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服务的转变，从而适应

快速发展的新媒介技术。 

4.2. 提升老年群体数字信息素养 

在家庭中要积极提倡“数字反哺”，通过媒体宣传、学校教育、社区传播等方式，引导年轻一代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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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老年人群正确运用数码媒体，发挥广播电视、社交媒体等媒介的功能，转变对数字时代老年人的固有

观念；以社区为基础为老年人数字化学习活动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社会参与方式，社区老年教育是一个综

合性的系统工程，它不仅要有相应的硬件设施，还要有教学组织、教材规划等软条件。 

4.3. 推动老年群体网络文化教育 

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存在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因此要进一步拓展

老年教育的供给，高质量发展老年教育，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需要，是提升老年人生

命质量、服务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4]。要激发老年人的教育潜力，依托各地教育学校，补充老年群体

文化认知。鼓励多种社会力量参加老年教育，在原有的老年教学内容基础上，加强对数字化技能的培训，

倡导终生学习的方式，让老年人中比较年轻的一批人去教年长的一批人，充分激活老年人文化建设热情。 

4.4. 加强数字文化平台老年化建设 

在积极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加速建设数字文化资源平台是提高养老服务效率的前置工程。推动文化

资源共建共享，对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进行法律上的规定，把资源和信息都连接到统一的文化云平台

上，进行统一的管理，把文化延伸到老年人群中去。同时，要突破传统的“城市中心”思维框架，在乡

村数字服务上适度加大投入，根据乡村老年人的文化活动和娱乐喜好，并与乡村地方特有的文化相结合，

探讨构建一个能够与区域内老年人文化需要相匹配的数字平台，从而达到提高农村老龄人群公共文化服

务有效性的目的。 

5. 结束语 

处于数字化与老龄化共同发展的时代，既要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解决老年群体经济、文化需求，

同时又要合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使老年群体跟随时代脚步、青年脚步，在提升自身数字素养的同时，推

动国家文化全面建设，因此要摆脱网络文化老年群体发展困境，通过网络技术、文化内容的改革创新，

加大网络文化适老化程度，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服务，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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