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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言中老年人用好互联网——

短视频丰富中老年人生活 健康使用是关键
文/许涵文

翟振武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

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数字浪潮中，让老年人更广泛使用数字技

术，利用互联网提高其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度，

有助于我国更好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挑战。建

议政府部门、老年大学、社区和家庭多方联动，

积极开展老年人数字技能培训，进一步提高智

能手机使用率，提升其软件熟练操作程度，帮助

老年人消除“数字鸿沟”或“数字盲区”。

陆杰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数字技术改变了当下每个人的生活和

交往模式。数字化时代，使用网络和抖音已

经成为老年人的重要社会参与方式，也是他

们的社会资本组成部分，我们需要用发展的

眼光看待老年人在触网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净化网络环境，特别针对网络诈骗等老

年人担忧的问题，政府需要制定相关规范标

准，给予企业必要的指导和监督。

原新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南开大学老

龄社会治理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数字适老”是现代社会对老年群体包

容与友好的具体体现。互联网平台需要从

中老年人切实的关注点出发，不断优化产品

功能及平台内容，讲求“投其所好”，以做到

“入脑入心”。同时需要尊重民众的多元化

需求，各类社会服务应采取线下线上结合的

方式，兼容那些拒绝数字生活的群体。

杨成钢
（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和短视频本身是一种

与时俱进的生活方式，是社会所提倡的积极应

对老龄化。当前老年人用网面临的主要矛盾

不是利大弊大的问题，而是老年人享受数字生

活的美好愿望与适老产品/服务供给不足、老年

人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欠缺之间的矛盾。鲜

活生动的短视频能唤起中老年人学习的积极

性，吸引老年人主动学习网络操作技能。

张文娟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从整体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充分肯定短视

频平台对老年人的积极作用，例如帮助老年人

丰富生活体验，增进社会参与。短视频平台还

具有老年教育功能，能够让他们学习了解更多

外部信息和生活技能。互联网平台还应建立与

中老年人子女的协作机制，例如为抖音中老年

人用户开通“亲情账号”，子女可以通过账号了解

父母的使用情况，给予父母必要的关注和提醒。

靳永爱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

教授）

使用互联网和短视频可以帮助老年人

加强与朋友、家人的联系，增加其结识新朋

友的可能，还能获取参与教育培训等各类社

会活动的新机会，这对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

福感和社会适应有积极作用。同时，老年人

的线上和线下活动并不是互斥、替代的关

系，而是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

李强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政策制

定、适老内容建设既要关注老年人的群体特

征，同时也要关注老年人的个体需求。建议

抖音等互联网平台积极推动与国家专业机

构的合作，定制数字技能、反诈防骗等老年

教育内容，并联动抖音电商等资源，通过“学

习换取积分、积分换取购物优惠”的形式，激

发中老年人的学习热情。

张震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

教授）

在数字化、老龄化的今天，短视频成为

帮助中老年人更好融入社会的新平台和新

方式，抖音等互联网平台肩负起巨大的社

会责任，这值得肯定。同时，我们也需要关

注仍未融入互联网的那部分人群，关注他

们的想法和需求，科技服务社会发展，更服

务于人。

陈华帅
（湘潭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湘潭大学中

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我们应该鼓励中老年人积极接入互联

网，尤其是独居老人、空巢老人，帮助他们

了解相关信息，更好地参加社会活动。同

时，应该尊重老年人的网络权益，不应过

分干预其使用行为，但需要视情况给予他

们必要的提醒和引导。

王广州
（中国社科院劳动与经济研究所研

究员）

此次的课题很有价值，期待未来课题

组可以进一步区分中老年人用网行为与

特征的年龄效应与队列效应，以获得更加

全面、详实的结论，丰富大家对各类中老

年网民的认知，为互联网产品适老化、社

会服务适老化工作提供更多参考。

近日，由复旦大学课题组主办的

《中老年人用网情况及网络素养调研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暨研讨会在

线上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西南财经大学、湘潭大学、中国社科

院等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

中老年人互联网、短视频使用情况及使

用程度、中老年人数字技能与数字素养

等议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合理使用互联网和短视频有助于丰富

中老年人日常生活，增进中老年人社区

融合与社会参与；国家、社会应进一步

加大面向中老年人群的数字技能培训

力度，同时积极引导中老年人形成健

康、良性的用网习惯，以充分发挥互联

网和短视频的积极作用。

中老年人整体用网
情况良好 具有较强的自
我管理意识和能力

课题组对来自广州、杭州、武汉、哈

尔滨、银川五座城市的1000名中老年网

民开展问卷调查，并对50名中老年网民

进行深度访谈。结果显示，多数中老年

网民使用互联网和抖音的频率较高，但

每天使用时间相对克制，偏好“每日少量

多次”的用网模式。

受访中老年人中，40.7% 每天上网

时间小于2小时，28.4% 每天上网2-3

小时，17.1%每天上网3-5小时，仅有

13.8% 每天上网超过5小时。中老年人

使用抖音的时间更为克制，近四分之三

的受访者（73.1%）每天使用抖音不超过

2小时，而且主要集中在晚上（19:00-23:

00）、下午（13:00-17:00）和上午（7:00-

11:00）这三个时段，极少存在熬夜使用

抖音的情况。参与深度访谈的中老年人

同样表示，他们习惯利用休闲时间使用

抖音，使用抖音并未挤占他们的户外健

身活动时间。

对此，与会专家表示一致认可，认

为报告很好地回应了当下人们关注的

中老年人用网时长问题，纠正了关于

“中老年人容易沉迷网络”的误判。中

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

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翟振武表

示：“我们在讨论上网利弊时，不能因

为中老年人群体的特殊性就陷入悲观

视角。在数字时代，当前我们需要关

注的焦点仍然是如何加快互联网在中

老年群体的普及，提升中老年人的网

络使用能力，让更多中老年人可以接

入数字生活，共同享受互联网和短视

频带来的红利。”

《报告》还显示，63.2%的被访中老

年人认为需要约束自己的上网时间，更

有17.8%表示“非常需要”；而持反对意

见的中老年人中，绝大多数认为自己对

于使用互联网已经有较好的自控能力，

无需依靠外界约束。

湘潭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湘潭大学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华帅则提

出，要尊重中老年人的数字权利，尊重其

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的自主意识和自主

选择。“针对有关中老年人用网时长的讨

论，我认为不应该强行干预或限制中老

年人的上网时间，但可以视情况给予他

们必要的提醒和引导。”

抖音自2018年便上线了“时间锁”

等时间管理功能，呼吁用户自主设置单

日使用时长。此后，还相继上线明星、

动画、风景等各类休息提醒视频，结合

用户使用时段、单次使用时长、累计使

用时长等指标，不定时向用户推送。在

本次受访中老年人中，87.1% 曾收到抖

音各种形式的

休 息 提 醒 视

频。西南财经

大学人口研究

所教授杨成钢

肯定了抖音的

时 间 管 理 功

能，“提醒不同

于强制限制，

做到了对中老

年 用 户 的 尊

重，未来可以

进一步探索多

样化的时间提

醒形式。”

适度使用互联网和
短视频 有助于提升中老
年人福祉

随着数字化的深入推进，中老年

人的生活越来越多彩。据《报告》统

计，中老年人使用网络的最主要用途

是“观看视频”、“阅读新闻、资讯、书

籍”、“听音乐和戏曲”和“社交聊天”。

四分之三受访中老年人会使用网络获

取生活服务，在网络上开展经济活动

的中老年人同样为数不少，更有14.3%

的受访中老年人学会了网络游戏，成

为网络世界的“弄潮儿”。

在抖音，最受中老年人青睐的短

视频类型是生活技能、搞笑娱乐和生

活记录型。除了被动地体验抖音世

界，23.7%的受访中老年人还会主动制

作与发布短视频，乐于和亲友、网友分

享自己的生活、感悟和知识，践行积极

老龄观。

“我们看到，中老年人正在互联网上

进行很多积极尝试，包括学习、生活、社

交等方方面面。科技促进社会发展，短

视频成为帮助中老年人更好地融入这个

社会的新平台和新方式，也是科技服务

于人的重要体现”，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张震说到。

《报告》还指出，适度使用短视频有

助于提升中老年人家庭活动和社区活动

参与度，促进中老年人的线下活动和社

会交往。数据显示，在每日使用抖音5

小时以内的中老年人群中，使用时间越

长，中老年人参与休闲活动（钓鱼、养花、

养宠物等）以及参与社区活动、志愿服务

的比例有所提升，可见使用抖音有助于

中老年人养成积极

乐观的生活态度。

同时，随着抖音使用

时间的增加，中老年

人学习其他技能的

参与率也有明显提

升，一方面中老年人

可能在抖音上学习

技能，另一方面抖音

带来的丰富信息也

有助于激发中老年

人学习其他技能的

兴趣和主动性。

“利用互联网和

短视频让老年人可

以足不出户便知天

下，可以和远在天边

的亲人朋友交流、交

往，是降低老年人社

会孤独感的有效手

段，这是现代信息技

术为老年人精神生活带来的福祉。”杨成

钢补充道，相比文字、图片等静态的、传

统的媒介形式，鲜活生动的短视频更能

唤起中老年人学习

的积极性，帮助中老

年人发现网络世界

的乐趣。

南开大学经济

学院教授、南开大学

老龄社会治理战略

研究中心主任原新

点 赞 了《报 告》成

果。“《报告》为我们

展现了一个全面、客

观的中老年人网络

生活图景。我们应

该充分肯定互联网

和短视频对中老年

人 生 活 的 积 极 影

响。”他还进一步提出，抖音等互联网平

台仍需从中老年人切实的关注点出发，

如养生健康、财产安全、网购产品质量、

与家人/邻里的互动等，不断优化产品功

能及平台内容，讲求“投其所好”，做到

“入脑入心”。

多方协作 持续关注
中老年人用网健康和用
网安全

尽管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正在

积极推进，互联网生态净化、网络内容

治理也在不断加深，《报告》发现，数字

鸿沟和网络谣言依然是降低中老年人

用网体验的主要因素。调查结果显

示，网上购物、转账与预约挂号是中老

年人用网的主要障碍，互联网诈骗和

网络谣言对中老年人的网络信任度构

成重要威胁。68%的受访中老年人曾

在网上收到过诈骗信息，6.8%曾因网

络诈骗遭受不同程度的财产损失；“子

女出事”“客服退款”“购房理财”“假冒

公安/海关”“贷款逾期”是中老年人较

常遇到的诈骗主题。

持续帮助中老年人提升数字技能

和网络素养，始终是老龄化社会的重

要课题。对此，与会专家纷纷表示，需

要社会各界共同面对、群策群力，并出

针对性建议。

首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

杰华提出了政府规范和引导的必要

性。“净化网络环境，特别针对网络诈

骗等老年人担忧的问题，政府需要制

定相关规范标准，对企业进行必要的

指导和监督。”

其次，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

究中心副教授靳永爱指出，中老年人数

字技能和数字素养教育，可拓展线上渠

道。对此，她介绍了由中国人口学会、中

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

人民大学老年学所共同发起的“银龄课

堂”公益讲座，邀请人口学、老年学相关

专家，通过抖音直播的形式为中老年人

进行“答疑解惑”，目前更新了3期，累计

播放量超230万。

再次，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

院教授李强为抖音等互联网平台适老

化提出新思路。她建议，平台应积极

推动与专业机构合作，定制数字技能、

反诈防骗等老年教育内容，并联动抖

音电商等资源，通过“学习换取积分、

积分换取购物优惠”的形式，激发中老

年人的学习热情。

同时，《报告》还指出“网络文化反

哺”的重要意义，呼吁青年子女在父母

触网过程中给与必要的介入和帮助，

树立子女是中老年人用网便利和用网

风险监督“第一责任人”的概念。中国

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张文娟

则建议加强互联网平台与中老年人子

女的协作，例如为抖音中老年人用户

开通“亲情账号”，子女可以通过账号

了解父母的使用情况，给予父母必要

的关注和提醒。

此外，原新特别强调了线上和线下

服务不可偏废。“不能因为大力发展数字

化便忽视了线下基础服务的建设。我们

要尊重数字社会中居民的多样化与差异

性，对于那些拒绝触网的人群，仍需提供

必要的线下服务，以保障他们生活的便

利性。”

中国社科院劳动与经济研究所研究

员王广州则从具体的研究方法上给出建

议，希望未来课题组可以进一步区分中

老年人用网行为的年龄效应和队列效

应，以期获得更加全面、详实的结论，丰

富对各类中老年网民特征的认知，为互

联网产品适老化、社会服务适老化工作

提供更多参考。

专家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