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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

口有 2.9 亿人，占总人口 21.1%，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比 15.4%，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2022 中国适老

化电视调研报告》指出，老年人仍是主要的电视节目受

众，智能电视已经渗透至老年人的生活。虽然信息技术的

发展为老年人带来了便利，但老年数字鸿沟问题逐渐凸显。

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适老化政策，市场积极应对，社会

参与度不断提升。然而，智能电视在老年人生活中的应用

并未真正实现智能化，反而直接影响了老年人收看电视的

基本需求。本文旨在研究智能电视在老年人生活中的体验，

剖析适老化改造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针对性策略，以

期推动智能电视适老化优化，更好地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

的文化生活需求。

2  研究现状
“适老化”一词源于建筑学。“适老化”设计即坚

持“以老年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从老年人的视角出发，

设计出适合老年人生理以及心理需求的建筑室内空间环

境。当今，互联网、智能技术、电信服务等已经渗透至

老年人的生活，为了避免老年人因接近或使用新信息技

术的机会不足和数字素养水平较低造成老年数字鸿沟的

问题，改善老年人的数字困境，弥合老年数字鸿沟已经

成为学界共识。“媒体适老化”是指大众传媒领域考虑

到老年人身体机能等各个方面的因素，为其提供满足需

求的服务，助推老年群体融入数字生活，免于其主动或

被动地与信息化时代脱节，沦为“数字遗民”。近些年，

学者对智能电视、智能媒体、智慧广电、APP 等“适老化”

改造路径、策略进行探析，不断推动传媒业更多元化地

满足老年用户需求，更深层次地解决老年用户遇到的数

字鸿沟困境。

老年用户作为当下电视节目最大的受众群体，智能

电视“适老化”改造会更加直观地影响老年用户的使用满

意度。我国学者针对智能电视界面交互、语音识别、遥控

界面进行全面研究，指出智能电视适老化应基于老年人生

理、心理与认知层面改造。基于此，本文对当下智能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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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老化现状进行探析，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与应对之策。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访

谈以智能电视适老化使用体验为核心，对目前智能电视适

老化改造现状做深入研究。访谈对象以老年人家属为核心，

从其视角和亲身经历了解老年人使用智能电视的情况，访

谈对象家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本研究共访谈

10 位老年人，每位的访谈时间均在 20min 以上，每位老

年人所在地区、学历、生活环境、对于智能电视的接纳程

度与熟悉程度、自身对于新技术的求知欲等各有不同。

4  智能电视适老化改造现状
4.1  政策先行，改造滞后

目前，政府针对智能技术适老化改造已下发相关政策，

多聚焦于老年人日常生活中高频使用的事项与场景，旨在

国家层面重视并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所面临的种种

困难。这些政策从总体要求、重要任务与保障措施等方面

进行规定。政策着眼于老年人的需求，提及的重要任务包

括但不限于优化智能技术用户界面、加强老年人技术培训

以及推动适老化技术在老年生活中的广泛应用，相关政策

如表 2 所示。

2021 年 6 月，《智能电视适老化设计技术要求》正

式发布，其围绕智能电视辅助功能、交互方式、遥控器等

制定了详细的生产标准，并着重对电视呈现的细节方面做

了技术要求。然而，尽管已经有明确的技术标准，《2022

中国适老化电视调研报告》显示，当前电视机产品对老年

用户仍然存在不友好的情况。8 号家庭表示：“家里智能

电视有老年版，也是放大字体，可以加辅助功能识别文字

语音播放。但我感觉对于年纪较大、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

人其实不是特别有用，因为在教学中，他们都会选择放

弃。”10 号家庭表示：“换了新的智能电视后，奶奶就

不主动自己开电视了，都是等家里人看，她才跟着一起看，

菜单页面对她来说有点复杂，她也不识字，没有引导。”

智能电视的设计更加迎合年轻一代的喜好，但在交互性和

操作度方面并不易于老年用户操作。这不仅影响老年用户

对智能电视的满意度，同时也加剧了老年数字鸿沟的深度。

这一状况凸显了政府政策先行，但在产品实际改造中仍需

追赶政策的步伐，更加贴近老年人实际需求，以提升产品

的适用性和普及度。

4.2  操作复杂，模式难寻

老年人在初次接触智能电视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

表 1  访谈对象家老年人的基本情况

编号 年龄 学历 是否使用“关怀版”

N1 74 岁 小学 是

N2 83 岁 中专 是

N3 70 岁 高中 否

N4 70 岁 小学 是

N5 86 岁 中专 否

N6 65 岁 小学 是

N7 79 岁 / 否

N8 80 岁 小学 否

N9 80 岁 师专 否

N10 91 岁 / 是

表 2  相关政策

相关政策 发布时间 主要发布机构

《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 2020 年 11 月 国务院办公厅

《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 2020 年 12 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便利老年人使用智能化产品和服务的通知》 2021 年 02 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

《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 年）》 2021 年 10 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2021 年 12 月 国务院

《有线电视业务技术要求》《IPTV 业务技术要求》《互联网电视业务技术要求》 2023 年 11 月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关于加快生活服务数字化赋能的指导意见》 2023 年 12 月 商务部

《促进数字技术适老化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 2023 年 12 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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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如何操作”。目前，智能电视的开屏内容十分烦琐，

其中包含广告和复杂的菜单栏。2 号家庭表示：“电视开

屏有广告倒计时，广告结束后是一个菜单的界面，有电视

剧、电影、动画片等分类，别说家里老年人了，我这个年

轻人当时都看了半天。”这要求老年人不仅具备基础的文

字识别能力，还需要理解和区分不同菜单分类。值得关

注的是，不同品牌智能电视适老模式的打开步骤存在差异，

有些操作相对烦琐，老年用户要找到适老模式并不容易。

5 号家庭表示：“电视安装的时候家里只有老年人，安装

人员看到只有老年人在家，也没有主动调整或咨询是否

需要调整至老年版，老年人表示自己摸索了一段时间比较

吃力。”从深度访谈与自身体验来看，若没有年轻人帮助，

仅凭老年人自行找寻适老模式较为困难。而且，即便适

老模式存在，老年用户在没有相关告知的情况下可能并

不知道。智能电视适老模式的产生及适老模式的设计初

衷与最终目的是让老年用户使用更方便，但目前操作不

够简便、适老模式宣传推广不足，这成为老年人对新技

术产品望而却步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问题表明，智能

电视在设计与使用指南上须有明确的改进，确保适老模

式的易用性，增强宣传和推广工作，让智能电视的“智能”

更好地服务老年用户。

4.3  广告泛滥，捆绑消费

智能电视开屏广告、暂停广告以及弹窗广告等新型广

告形式与以往电视中插播广告有明显的不同。对于老年人，

这些广告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具有强烈的诱惑性、诱导性，

稍微不慎就可能误触，导致进入新的广告界面，且难以退

出。1 号家庭表示：“家里的智能电视开屏有 3~5s 的广告，

暂停有卖棉袄、老花镜、保健品的广告，如果想直接找个

网络电视剧看，还有一分多钟的非会员广告，有的中间还

会穿插 1 分钟的广告。”在这个以“快”为主流的时代下，

年轻用户通常对广告的存在难以接受，更加倾向于购买会

员服务以跳过广告，或者通过设置电视权限减少广告的弹

出。然而老年用户却不同，其已经习惯了电视中插播广告

的行为，甚至对于广告并不反感，但智能电视中的新型广告

形式甚至会连带一些捆绑消费，如选择某网络运营商，这种

消费并不像支付宝或微信二维码付费那么明显。在不慎点击

的情况下，费用直接被计入网络费用中，形成隐性消费，直

接影响了老年用户对于智能电视的满意度。5 号家庭表示：

“有些电视频道是需要付费的，家里老年人喜欢这个电视剧

就继续看了，跳出提示也不会在意，直接会按‘继续’，导

致被算入点播扣费。这还是后来我交网费时才看到的，点播

扣费也持续了一段时间。这跟家里老年人也不好讲太严重的，

不然他们碰到一些提示都不敢操作了，后面慢慢的电视也不

爱看了。”这一情况反映了智能电视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

并未考虑老年用户对数字化的接受程度，广告界面与消费不

透明的优化可以减少老年用户在使用智能电视中的冗余信

息干扰。

5  智能电视适老化改造优化策略
5.1  政府：政策领航到政策护航

智能电视适老化改造推进应在国家政策和企业创新

改造的共同努力下实现，真正从政策的领导地位转变为

政策的全程支持。2020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政府

开始聚焦关注老年群体在智能技术使用方面所面临的困

难，并提供相应解决方案，以弥合老年数字鸿沟。2023 年

11 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有线电视业务技术要

求》等 3 项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标准，对有线电视、

IPTV、互联网电视做了明确的标准要求，包含互动性能

要求、音视频技术等。这些标准和要求对开屏模式、广告

时长、付费提示等进行了详细规定，旨在促进智能电视适

老化改造。

国家政策的力量能够有效驱动企业更好地朝着适老

化方向发展，并对适老改造的成果进行监测。然而，目前

存在的问题，即“自上而下”的适老化改造存在滞后，政

策的发布到企业整改实施之间存在时间差。2020 年至今，

政府对老年群体的关切并未减弱，在老龄化与数字化并行

的社会背景下，数字技术适老化改造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

势，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应主动进行创新变革，政府政策

护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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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企业：经济优先到用户优先

在智能电视适老化改造中，企业在追求兼具公共性

与经济性的目标时，应将经济优先的观念转变为用户优

先，以老年用户为主导，真正打造出具有关怀特性的产品，

打造真正的“关怀版”。尽管智能电视在市场上应用已久，

但“智能”并未在老年用户的使用中体现出来，而是被

作为噱头渗透至老年人的生活，实际上并未为老年用户创

造实际性的“智能体验”。2 号家庭表示：“家里有亲戚

做销售，专门为老年人买的这款智能电视，用的是关怀版，

但是广告依旧出现频繁，并且操作界面依旧很复杂，一开

始买回家我自己就摸索了很久，才慢慢教爷爷。”3 号家

庭表示：“电视节目暂停之后会放出广告，对于年轻人来

说处理比较简单，找到关闭键点击一下，对于老年人来说

就不一定会操作，甚至会多次直接进入广告。奶奶对于联

网的电视剧现在会有一些抵触，一般我们在身边才会愿意

去看。”

当前“自上而下”的适老化改革缺乏良性循环的机制，

企业在智能电视的开发与设计中，尤其是在交互界面、遥

控操作、语音功能、使用说明等方面并没有真正地以老年

用户为核心。企业应设立明确的反馈和问题解决机制，确

保“关怀版”开发始终以老年用户的需求为中心，使企业

与用户之间双赢，打破“智能”噱头的迷思，真正为老年

用户提供有意义的科技服务。

5.3  社区：助力老年弥合数字鸿沟

社区与老年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互惠互助的，

社区在老年人生活中承担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通过社区进

行老年智能化技术教育既是推动老年人弥合数字鸿沟的

有效手段，又是我国老年教育发展的战略性策略。除家庭

环境，社区是老年人接触最为频繁的生活环境，在社区开

展老年人教育具有可行性，有助于满足老龄化社会的发展需

求。根据访谈得知，目前的社区针对老年人的服务还存在一

定的提升空间。当前，社区服务正经历数字化转型，同时社

会服务也逐渐朝着“互联网 +”的方向发展。然而，老年群

体在信息科技接受程度、使用频率以及知识掌握水平上与青

年群体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导致老年数字鸿沟的加剧。为

了顺应时代发展，社区应当及时跟进适老化教育，满足老

年教育多样化需求，针对老年人的不同身体状况和生活习惯，

确保课程能够贴近老年人的实际情况，提高其对智能技术的

理解和应用能力。

6  结语
社会正在经历数字化与科技智能化的飞速发展，老

年数字鸿沟的扩大加剧困扰着迈入数字时代的老年群体。

智能电视适老化不仅要满足老年人娱乐需求，更是社会包

容的表现，成为连接老年人与数字社会的桥梁。本文围绕

智能电视适老化改造工作，指出目前适老化改造现状与国

家政策未能相匹配，在智能技术普及的过程中，应注重智

能电视老年客户群体的用户体验，期待更多的政府、企业

和社区能够共同努力，借助先进技术，构建一个真正老有

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用的数字时代，希望科技能够普

惠于老年人，实现全社会对老年数字鸿沟的共同关注，为

建设一个更为包容、智慧的社会创造积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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