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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现状一方面反映出我国老年群体网络与情感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更反映出我国

银发经济的巨大潜力，尤其是在我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重的背景下，发展银发经济成为未来方向，但是

我国银发经济在供需关系、制度设计、政策力度等方面存在诸多困境，需要我们借鉴日本、欧美等国的

发展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结合自身国情和实际，走出一条符合积极老龄化的具有中国特色

的银发经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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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rnet use among the elderly in my country reflects on the one hand the 
increase in Internet and emotional needs of the elderly in my country,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re-
flects the huge potential of my country’s silver economy,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creasing 
aging of my country’s population. The economy has become the future direction, but my country’s 
silver economy faces many difficulties in terms of supply and demand relations, system design, 
and policy intensity. We need to learn from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Japan, Europe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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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take their essence and discard their dross, and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 our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reality, to find a path of development of the silver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is in line with active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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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与文献综述 

笔者深入学习学界对于积极老龄化的理论研究，学者主要有以下观点：一是从积极老龄化的评测手

段看，卢晓琳(2017)根据从自我出发，链接以人际关系和社会参与，通过量表创设进行积极老龄化程度的

评估[1]。胡敏(2012)通过质性访谈，从老年人客观情况、主观意愿和家庭条件等角度出发，编写以老年

人为主体的建构性问卷[2]。张建阁等(2014)则从最基本的自理能力到生活、学习等较高层次的层次，引

进了《积极老龄化量表》并进行了汉化[3]。二是从积极老龄化影响因素看，冯春梅(2016)认为身心健康

的重视程度对于老年人的影响尤为必要，因此也是积极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4]。贾红力(2016)认为向

上的心理状态对于提升老年人参与社会的积极性有着很大作用，能够促进积极老龄化的进程[5]。李春斌

(2016)则指出，对老年人提供足够的保障尤为重要，老年群体的真正权益得以保障，才能完成积极老龄化

[6]。三是从积极老龄化的具体落实看，刘妮娜(2017)深入分析了以我国农村地区形式之一为典型案例的

同辈互助模式，老年人的互助能够更大程度上提升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的效率，也能够成为老年人精神健

康的重要抚慰[7]。罗杏芬(2019)则指出，代际学习不仅能够满足老人群体的身心需求，也能够倡导社会

终生学习的新风尚[8]。卢晓琳(2017)调查发现，有城市地区进行时间银行这一新形势的养老模式试点，

这一模式有利于老年人积极进行社会交往和自我实现的满足。 

2. 我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现状 

2.1. 社会关切下的时代动因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我国 60 岁及以上的人口为 26,402 万

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8.70%，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较，60 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上升 5.44 个百

分点，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据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 40 岁

以上的网民群体占比由 2022 年 12 月的 47.5%提升至 47.6%，互联网进一步向中老年群体渗透。在我国人

口老龄化加重和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探寻老年人口的生存现状成为一种现实关切。面对老

年群体的网络困境，全国各地政府通过社区科普、助老公益等形式，广泛开展针对老年群体的数字技能

普及的宣教活动，逐步推动老年人群掌握数字技能。截至 6 月，50~59 岁网民中至少掌握一种初级数字

技能的比例为 72.8%，60 岁及以上网民中至少掌握一种初级数字技能的比例为 54.6%，老年群体对于网

络技术的使用能力逐步增强[9]。 

2.2. 网络发展下的群体需求 

据调查显示，有超过 60%的中老年人认为互联网能够起到“增加了生活乐趣”的作用，近 50%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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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者认为互联网能够促进他们“及时了解时事新闻”，老年群体逐步融入网络社会的过程中，因其记忆

能力下降、视觉和听觉功能减弱等生理原因，他们倾向于选择声音清晰、画面色彩丰富、内容简单易懂

的内容，互联网平台提供的内容能够很大满足老年群体的这类需求，数据算法下老年人无需过多操作，

通过增加浏览时长、点击次数等方式，就可以快速地获取感兴趣的内容。 
调查显示，将近 25%的老年人认为互联网能够帮助他们增加与朋友、子女的互动，近 20%的受访者

认为互联网能够促进他们增长知识、学习技能。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发展，其提供的内容不再局限于互联

网作品，还包括大量的日常资讯、商业产品等内容，相较于一些受众单一、内容复杂的手机平台，互联

网平台作为一种以全年龄段为主要受众的手机 APP，对于接受新事物能力较低的老年群体来说，也具有

很大的使用空间[10]。 

3. 中国银发经济的发展潜力和困境 

3.1. 银发经济的概念 

从内涵上看，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明确指出，银发经

济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涉及面广、产业链长、

业态多元、潜力巨大。从外延上看，银发经济主要包括老年医疗器械、保健品、生活和能力增强用品、

专用设施设备等产品，以及健康、养老、文化、体育、旅游、金融等服务。 

3.2. 银发经济的发展潜力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移动网民的用户群体日益扩大，其中 50 岁以上的用户群体表现出了极高的活跃

度。据商业调查机构统计，50 岁以上移动网民用户的月人均使用时长达到了 121.6 小时。 
据国家卫健委的估算，到 2023 年末，我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超过 2.9 亿。大约在 2035 年，我

国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增至 4 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 30%。这一代老年人得益于我国较为完善

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大多数拥有房产和积蓄，他们的高活跃度和消费能力不容忽视。据保守预测，

到 2035 年，银发经济在我国 GDP 中的占比将达到 10.9%；到 2050 年，这一比例将攀升至 15.9%。由此

可见，银发经济将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3.3. 中国银发经济的发展困境 

目前我国银发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巨大的探索空间。首先，市场需求与供给不匹配，尽管中

国老年人口数量庞大，但针对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尤其是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产

品。许多针对老年人的产品在设计上没有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操作繁琐、界面复杂导致老年

人上手困难。社会对老年人的认识往往停留在传统层面，忽视了老年人的活力和创新能力，老年人的市

场潜力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其次，制度设计需进一步细化。在我国各省市及城乡之间，医疗基础设施等领域存在显著差异，资

源配置不尽均衡。随着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社会保障、医疗保健以及养老金制度等方面的需求日益

增长，对政府财政支持提出了更高要求。 
最后，支持政策力度不够，目前我国银发经济产业投资高，利润低，企业热情不高，社会资本投资

力不足。如何确立有效的市场准入制度，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带动社会资本的投入，让更多

产业能够在银发经济中可持续运营，为此必须制定更多针对性政策[11]。同时，银发经济专业人才紧缺，

年轻人受制于社会认知不愿意参与进养老产业链。一方面，要大力支持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着力于养老

服务行业，减轻劳动力不足的压力；另一方面，转变社会认知，弘扬尊老爱老的观念，有意识地培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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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护理人才，着眼于老年情感需求，通过政策支持，吸引更多青年人进入银发产业链。 

4. 国外银发经济发展路径借鉴 

4.1. 日本银发经济的发展经验 

1. 过去——优先发展服务，带动银发产业 
1960 年代末，银发经济由美国引入日本。1970 至 1980 年代，受到世界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转向

服务业的开发，银发服务业得以获得新的发展空间。1990 年代，在泡沫经济进入崩溃和社会中度老龄化

的背景下，强化公共福利设施基础建设被列入日本产业经济发展的一环，银发产业获得发展，新型养老

产业与养老服务业为低迷的经济注入活力。2000 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之后，日本的银发经济市场

逐步形成。日本基于自身实际，选择了循序渐进的方式发展银发经济，值得我国借鉴，但我国需要根据

自身国情，采取合理的方式协调好银发服务和产业之间的结构平衡。 
2. 现在——拓展有效供给，扩大有效需求 
(1) 供给层面 
日本的银发经济已经跳出关注传统老年人产品的概念，不断拓宽领域，除健康护理和福祉服务外，

在技术创新、休闲娱乐、住宅改造甚至针对老年人的金融服务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在国家制度上，

日本政府发布了一系列白皮书，作为政策制定、企业开展养老领域投资建设的参考[12]。 
(2) 需求层面 
一方面，从护理、保险制度看，日本在国民健康、养老、医疗、看护等方面的保险，为老年人接受

社会服务提供了资金保障。另一方面，日本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开始通过延长老年人工作年限的方

法，提高老年人的支付能力，刺激老年人的需求[13]，推进银发经济发展，同时，老年人拥有更丰富的工

作经验和社会经验，能给企业带来正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研究讨论通过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就

业方式和工作环境，最终实现“终身无退休”的社会环境。目前在日本的出租车行业、公寓管理等行业

中，经常能看到老年人的身影。 
3. 未来——打造养老优势产业，参与未来国际竞争 
出于世界养老医疗意愿的上升，日本政府将本国日益完善的老年医疗、老年看护、老年旅游、

养老居住等产业定为未来日本经济增长的发力点，计划在今后 10 年大力投资医疗和看护领域，抢占

先机，参与国际竞争。为此，日本在建立海外代理和推广机构、放宽相关签证限制、培训相关人才

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行动，同时在机场周边建立全天营业的医疗机构，为周边国家人士赴日体检提

供便利[14]。 

4.2. 欧美国家银发经济的发展经验 

1. 家政服务系统竞争机制 
欧美国家常见的养老形式有三种：第一种是养老院养老，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半失能和失能老人，第

二种是老人公寓养老，第三种则是欧美国更加推行的居家养老，它将重点放在老人居家养老的家政服务

系统上。其中，瑞典在家政服务系统引入竞争机制，开始逐渐让私营公司更多地承包老人服务项目，既

提高了服务质量，又促进了银发经济发展。 
2. 科技与银发经济相结合 
“智慧性银发经济”已经成为老年人产品的重要发展前景。加拿大的 Jintronix 公司、美国的 Cybercyc

技术通过将虚拟现实技术和游戏化的元素的结合的方式帮助老年人进行更加富有趣味性和个性化以及有

效的康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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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国外银发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国外银发经济发展时间比我国长，有一定的经验值得借鉴，但其中也同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第一，少子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劳动力和专业人才的短缺。第二，无退休式社会环境下老年人安享晚

年权益的保障。第三，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增大以及银发经济回馈社会的动力不足。第四，进步的养老服

务技术和老年人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之间的矛盾。第五，老年产品服务过程中因防范意识不足而吃亏

受骗的状况频发。 

5. 中国式银发经济的发展路径 

5.1. 优化养老服务供需体系 

1. 以需求为导向，优化服务供给 
目前养老服务存在供给与需求失衡的情况，需要以需求为引推进供给侧改革。其一，建立老年人需

求跟踪评估体系，精准定位老人类别，制定个性化服务计划，实行动态需求监测反馈机制，精准评估服

务效果，重点关注失能、失智以及空巢、独居等类别老人。其二，优化养老机构分类管理制度，推动公

办养老机构定位精准化、民办养老机构服务多样化。其三，提升养老服务支付能力，完善民办养老机构

基础设施，保障养老金购买力，提升老年人支付意愿。其四，明确和引导社会预期，加强老年教育、老

年健康建设，不断完善社会参与机制。 
2. 以市场为抓手，推动供需平衡 
面对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复杂化、多元化，需要以市场为抓手推动政府、组织、团体等利益相关方

合力治理，推动养老服务供需平衡。其一，推动养老服务产业发展，以政府提供多数公共设施、公共服

务为基础，引导企业介入养老服务市场，通过社区组织参与弥补不足，促进养老服务的市场化、专业化、

规范化。其二，优化养老服务格局，做到低端兜底、中端发展、高端定制，满足各层次需求，同时推动

养老机构与医院、护理中心合作，推进医养结合。其三，深挖老年文化娱乐市场潜力，针对老年旅游、

老年教育、老年健身等领域，持续推进养老文化娱乐产品创新，推动老年人文化娱乐消费优惠化、便利

化，推动市场供给提质增效[15]。 
3. 以技术为依托，提升服务质量 
随着互联网技术运用与普及以及优化养老资源配置、创新养老服务模式的需要，智慧养老已是大势

所趋。推动智慧养老建设需要以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为支撑，进一步建设智慧养老平台、建立健康养老数

据标准体系并进一步对接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乃至智慧乡村等数据系统，将老年人生活情况、健康状态、

养老需求等数据信息纳入统一数据平台管理，精准对接老人物质与精神需求，为老年人提供精准且便捷

的服务。 

5.2. 强化养老服务机制保障 

1. 以顶层设计为支撑，刺激企业活力 
中国“银发经济”发展存在起步晚、不成熟的情况，并且政府帮扶相关企业的力度不足，政府还需

在养老服务产品开发、销售等方面给予企业更多的政策支持，如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实行税收减免优惠、

简化审批程序等。同时，政府需要引导激励民营企业加入老年人服务市场，打造发展与竞争并存的市场

环境，营造良好市场氛围，推动“银发经济”向上向好。 
2. 以监管引导为保障，维护合法权益 
在监管方面，要求形成政府责任划分的跨部门协作机制，进一步优化互联网金融监管机制，加速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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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社会诚信管理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养老机构失信联动惩罚机制，建立商品和服务专业评价机制，从严

把控“银发市场”的商品和服务、打击相关违法行为。在引导方面，需要加强老年人普法知识教育，由

专门法律工作者、公安人员等组成队伍，经常向他们宣传法律常识、仔细介绍骗局案例，提高其诈骗防

范意识，营造更加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16]。 

5.3. 培养养老服务专业人才 

随着老年人规模的壮大以及老年人养老需求的多样化，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的规模、素质的要求也在

不断提升。首先，从顶层设计处着手，结合我国国情，制定科学化、系统化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计划，

重视养老服务人才激励机制建设，明确养老从业人员绩效考核标准。其次，从教育端着手，建立校企合

作机制，支持和引导高校、职校合理确定护理、医疗等专业招生规模，构建多元化培养课程体系，并联

合养老机构作为主要实训基地，全方位、多层次培养养老服务专业人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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