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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ddress the digital divide among older adults in Mainland China, this study examines Hong Kong's initiatives to 
promote digital inclusion of older adults based on a literature analysis approach. The study finds that Hong Kong has 
been effective in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among the elderly by improving their digital access and encouraging them 
to u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Mainland China, the digital divide among the elderly can be addressed by 
strengthening the government's leadership and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safeguarding the "digital rights" of the 
elderly,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elderly, and promoting the digital inclusion of the elderly 
and the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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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为解决中国内地老年数字鸿沟问题，本研究基于文献分析法对香港推进老年人数字融入的举措展开研究。研究

发现，香港通过提升老年人的数字接入能力、鼓励老年人使用信息技术等方式来弥合老年人数字鸿沟，收效良

好。中国内地可从加强政府引领全面推动、维护老年人“数字权利”、不断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和促进数字长

幼共融等维度来解决老年数字鸿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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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当今世界，人口老龄化和社会数字化并存。2018

年全球 65 岁及以上人口首次超过 5 岁以下人口数

量，且增长速度最快[1]，同时数字化伴随信息技术及

其应用的快速发展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催生了数字鸿沟，而老年数字鸿沟更为严峻。此

背景下，加快老年人的数字融入成为重要课题。中

国香港在推进老年数字融入过程中进行了诸多探索

并取得了积极成效。因此，本文基于当前中国内地

老年人数字融入不足的挑战，将探究香港促进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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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字融入的举措及其经验，旨在为中国内地老年

人融入数字生活提供启示。 

2. 中国内地老年人的数字融入困境及其原因

分析 

2.1. 数字融入不足 

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技术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

与日俱增。相关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老年人的信息

能力与终身学习需求密切相关[2]，而且信息技术具有

激励老年人以新的方式积极参与生活的重要作用[3]。

这意味着老年学习者要想与时俱进必须提升自身的

媒 介 与 信 息 素 养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MIL)，MIL 指的是一种“能够批判地、合

理合法地获取、理解、评价、利用、创造和分享各

类型媒介信息与知识的综合能力（包含知识、技能

和态度）”[4]。然而，当前中国内地老年人的 MIL 有

待提高，致使他们不但难以获得数字红利，而且也

常成为电信诈骗的主要受害对象，截至 2020 年 12

月中国6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仅占网民总数11.2%[5]。 

在世界范围内，老年人的信息技术能力普遍落后

于年轻人[6][7]，从而导致老年数字鸿沟问题，进而使

得原本属于弱势群体的老人们更加被信息化社会边

缘化以致陷入不利处境，沦为所谓的“数字难

民”[8]。数字鸿沟是指在信息技术可及性以及使用方

面不同人之间存在的差异[9]。黄晨熹指出，老年人和

青年人在信息素质上差别极大，无论在使用端、接

入端还是知识端[10]。 

总之，数字鸿沟的存在导致老年人被排除在数字

化社会之外，无法平等享受包括信息获取、社会交

往、外卖、网购、网络教育等方面的数字红利，进

而对他们的终身学习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信息

社会，中国内地老年人正面临数字融入不足的困境。 

2.2. 数字融入不足的原因分析 

当然，老年人数字融入不足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

的结果，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一是个人原

因。生理上，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呈现下降的趋势，

视觉、听觉和反应速度等的日渐衰弱成为了他们使

用现代科技产品的障碍，比如在操作电脑和智能手

机方面较之年轻人要困难很多。心理上，随着学习

和认知能力的下降，老年人面对科技产品时容易心

生无力感和恐惧感，对技术“有用性”和“易用

性”存在认知失调，对社交媒体的积极作用理解不

足进而对其产生刻板印象，加剧了老年人对社交媒

体技术的抗拒[11]。此外，受教育程度对老年人的数

字融入具有重要作用。二是家庭、社会和制度原因。

老人群体在信息科技方面的家庭反哺、亲友互助以

及社会支持不够，特别是社会制度设计的不合理等

也是他们数字融入困难的重要原因[12]。三是现代科

技本身的原因。现代科技产品具有“老年歧视”倾

向，对老年人的数字需求缺乏靶向服务，它们的设

计更多适用于年轻群体。面对纷繁复杂的科技产品，

老年群体更多的是手足无措和望“云”兴叹。 

综上，个人、家庭、社会、制度和科技等诸多因

素共同导致了老年群体数字融入困难，拉大了数字

鸿沟。这种因应时代发展的结构性变革致使老年群

体在与现代科技的互动过程中沦为弱势。 

3. 香港推进老年人数字融入的举措 

作为世界平均预期寿命最长和信息化发展水平

领先的地区，香港同样面临老年人数字融入不足和

老年数字鸿沟的难题。为化解这一难题，香港多年

来一直致力于探索解决方案，并推出很多具有针对

性的举措。 

3.1. 营造环境，提升老年人数字接入能力 

针对老年人数字融入过程中面临的软件环境缺

失，近年来香港社会各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靶向数

字应用软件环境。 

一是建立老年群体专用网站。为满足老年人对福

利、保健和法律等与他们利益攸关的信息的需求，

香港政府相关部门和非营利组织专门创设老年人网

站，例如长青网、老友网和社会福利署长者资讯网

等。二是开发专用移动 App。2012 年，香港相关部

门推出“数码共融流动应用程式”资助项目[13]，以

资助非营利组织开发老年人 APP，并向老年人开放和

免费使用。此外，其他基金如“科创生活基金”等

也相继投入大量真金白银资助相关创新科技项目以

满足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需要。三是定制无障碍软

件。针对老年人随着年纪增长而逐渐出现身体机能

和认知能力衰弱等问题，资科办倡导相关机构比如

学校、企业等为老年人专门定制无障碍软件和网页

以及提供移动 App 专题讲座。 

3.2. 多措并举，提高老年人信息素养 

为提高老年人的信息素养，香港社会各界多措并

举向老年人提供多样化信息技术培训。 

一是面授培训。首先，香港各界基于老年人的需

求对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信息技术培训，这也是他们

培训的主体。一些机构，比如长者学苑，利用自身

优势并结合老年人的需求开设相关课程对这些受众

展开面授培训，以拉近老人与信息技术的距离，从

而增进他们对数字化的了解，进而提升他们应用信

息技术的能力。此外，老年人还可以到那些向他们

开放的学校旁听相关信息技术课，甚至可以修读专

业课程。其次，香港特区政府利用综合性项目和主

题培训类项目带动老年人的面授培训。此类项目通

过网站建设、软件比赛、巡回展览等方式为老年人

提供多样化的信息技术服务。总之，这类课程设计、

开发和实施规范，且极富时代感、针对性、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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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元化，有时会邀请年轻学生和老年人互动并交

流数字生活经验，促进长幼共融。 

二是在线培训。为方便香港老年人在家学习信息

技术，相关部门为其提供网上培训课程，课程内容

包括网购、电子政务、网络安全、和社交媒体等。

这类课程灵活多样，授课老师可以实时与老年人进

行互动。 

三是外展培训。这类培训主要针对老年人中的特

定群体。2014 年以来，资科办陆续推出多轮“长者

数码外展计划”[14]，旨在资助非营利机构对特定老

年人和患有认知障碍症老人进行移动设备培训，以

提升其信息技术能力和兴趣。由于收效良好，2018

年这类项目逐渐常态化。 

3.3. 多管齐下，鼓励老年人运用信息技术 

为鼓励老年人身体力行使用信息技术，香港各界

多管齐下推出各类举措。一是减免费用。为了激发

老年人的参与热情，相关机构出台了减免政策，免

费为老年人提供培训课程。二是嘉奖参与者。利用

各种机制，对使用信息技术的积极者和踊跃者进行

嘉奖。这些举措极大地激发了老年人利用信息新媒

介参与社会生活、学习和交流的热情。三是鼓励互

助。相关培训结构鼓励老年人在学习信息技术的过

程中互帮互助，互相交流分享学习心得，历届优秀

者还被邀请回来担任机构的导师或者助教，极大促

进了老年人们的数字共融。 

3.4. 多方参与，开发老年数字产品和服务 

为了让老年人更好的数字融入，近几年香港呼吁

多方参与开发老年数字产品和服务。一是会展带动。

从 2017 年起，香港每年举办一届“乐龄科技博览暨

高峰会”以展示本土与世界各地相关产品及理念，

提升社会各界对老年科技应用认知，进而促进交流

与合作[15]。二是基金推动。从 2018 年起，香港特区

政府设立了十亿港元的“乐龄及康复科创应用基

金”，用于资助各类涉老活动和科技服务，以提升

老年服务效能和质量，减轻相关人员的负担[16]。 

上述各类举措极大地激发了老年人利用信息新

媒介参与社会生活、学习和交流的热情，让老年人

拥有更多机会接触并融入数字化生活，从而有利于

实现数字鸿沟的跨越，实践证明收效良好。 

4. 香港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经验启示 

综上所述，香港从深层次、多维度和跨领域来推

动老年人的数字融入和弥合老年数字鸿沟，效果十

分显著。尽管这些举措和经验根植于香港这一特定

环境，但是对于中国内地老年人的数字融入，香港

的有益经验仍值得我们借鉴。 

4.1. 加强政府引领全面推动 

从香港的经验看，政府引领全面推动对老年人数

字融入至关重要。比如政府通过设立基金、推行项

目和搭建平台等，带动社会各界和市场投身其中，

促使各方形成共识、合力和合作共同推进老年人数

字融入。当前，中国内地的老年事业也由政府主导，

但是对老年人数字融入的推进相对滞后，联动机制

尚未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的作用和优势发挥有待充

分。另外，各省市情况不一，城乡和区域之间信息

化呈现不均衡发展，因而老年人数字融入进程具有

多样化特点。所以，在推进老年人数字融入的过程

中，既要考虑顶层设计，也要在实践中因地制宜引

导和整合社会力量，以形成纵横贯通的联动机制，

在政策、项目和经费等方面创造条件，为老年人数

字融入“开路架桥”。 

4.2. 维护老年人“数字权利” 

在信息化社会，数字融入是老年人的一项基本权

利。我国香港从人权的全方位角度出发推进老年人

数字融入，无论是对健康老人还是失能老人，居家

老人还是养老机构的老人都给予了充分关注，老年

人“数字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因而享受到越来

越多的数字红利。在我国内地，老年人的数字融入

较低，而且老年人的情况更加复杂，老年人的“数

字权利”未得到应有保障，他们仍是“沉默的大多

数”。因此，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法律给予保护，弥

补老年人在资源禀赋和社会建构上的弱势。此外，

社会各界也要充分挖掘老年人数字化生活的多元需

求，不仅要考虑健康老年人的需求也要重视失能老

年人的需求，让更多老年人能够享受数字红利，进

而更加独立自主、有尊严和有质量地生活。 

4.3. 不断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 

提升数字素养是跨越数字鸿沟的关键步骤，培训

是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的重要渠道。多年来，香港

一直致力于老年人数字素养的提升，无论是政府部

门还是社会机构都在持续创造和扩大老年人数字素

养培训机会，在培训方式、培训对象、培训内容、

培训机构和经费来源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相比

之下，我国内地其他省市在这方面尚未充分重视，

亟需加强。因此，相关机构需要多方联动、形成教

育合力，创新教学形式，扩大教育覆盖面，推动教

育内容精细化、多样化和时代性，不断提升老年人

的数字素养。 

4.4. 促进数字长幼共融 

“长幼共融”理念贯彻于香港推进老年人数字

融入过程始终。无论是在家庭里，还是培训机构，

长幼共融都被倡导和推崇，这不仅有利于老年人数

字素养的提升，而且进一步拉近了长幼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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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增进了交流，促进了代际和谐。相关研究表明，

代际反哺是跨越数字鸿沟的可行办法[17][18]。因此，

内地在推进老年人数字融入的过程中，也应注重提

倡“长幼共融”，这不仅有助于缩小老年数字鸿沟

以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化生活，更有利于增进代际

的相互理解，拉近老年人与家人、社会之间的距离，

从而有助于降低孤独感和提高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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