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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国务院办公厅 2024年 1号文件《关于发展银

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是国家出台的首个支持银发经济发展的专

项文件，体现了国家发展银发经济的战略规划和

对增进老年人福祉的高度重视。《意见》除关注居

家助老、老年健康等传统养老服务外，还指出要从

“老年文体服务”“旅游服务业态”等场景满足老年

人养老需求。由此可见，随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国家战略的实施，当前养老观念正发生转变，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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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实施，养老观念正发生转变，从传统单纯地为老年人

生活提供支持，逐步转向鼓励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活动，即进行积极的社会参与。数智化技术既给老年

人积极社会参与带来更多的机遇，也是未来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必由之路。基于MOA理论对20位老年人

开展为期 14 天的日记研究，结果表明，数智化技术确实为老年人带来了更多社会参与的机会，但也造成

老年人在社会参与时面临“想参与但无从参与”“有机会但参与困难”与“参与但获得感不强”三大挑战。

要改善这一现状，首先，要完善制度设计，通过出台老年人社会参与统一平台建设、技术赋能老年社会参

与的相关政策，保障参与环境；其次，要建设统一平台，构建包含老年人、养老服务机构（企业）和医疗（健

康）服务机构等不同主体共同聚合的生态系统，保障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机会；再次，推动技术赋能，在做

好高频应用适老化改造的基础上，加强对智能化功能的建设，对技术使用的门槛做减法，为技术应用形

式做加法；最后，要积极鼓励和推广以志愿服务、银发网红、再就业等为代表形式的“老有所为”活动，支

持老年人继续发挥余热，使晚年生活更充实、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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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单纯地为老年人提供生活支持，逐步转向鼓

励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活动，即进行积极的社会

参与。

《意见》指出，要利用科技创新赋能银发经济，

发挥数智化技术在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中的作

用。数智化技术确实能为老年人带来更多社会参

与的机会，也是未来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必由之路。

但数智化技术助力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现实情况并

非完全乐观。许多数智化技术带来的参与机会缺

乏针对性，提供的服务与老年人的需求不匹配，导

致老年人经常抱怨“所得非所需”，而数智化技术

服务提供商则抱怨老年人挑剔，自己“费力不讨

好”。针对这一供需不匹配的问题，有必要对老年

人社会参与的需求与挑战进行识别，进一步探索

数智化技术如何赋能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形成积

极可行的应对策略。

本研究所关注的老年人社会参与，并非单指

“老有所为”的狭义概念，而是包含老年人居家生

活、消费购物、文体活动等多方面的更为广泛的含

义。我们曾基于“角色、资源和目标”视角，将“老

年人社会参与”的内涵定义为：老年人在参与社会

的互动过程中，通过对家庭和社会角色的扮演，获

取或贡献资源，不断满足个人需求，实现自身价值

和社会价值的过程[1]。

既往研究已证实数智化技术能够对老年人的

社会参与产生积极的促进效果[2-4]，例如显著减少

孤独感[5]、增加社会支持[6]、增强社交联系[7]、增强心

理健康[8]等；部分研究还探索了不同技术的作用路

径，如互联网可通过改善老年人的积极老龄观来

促进其社会参与[9]、基于技术任务匹配理论对技术

在“老有所为”中的各种应用模式进行了梳理[10]，并

发现技术援助和交通服务是影响患有视听力障碍

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最重要因素[11]。但这些研究通

常都默认老年人主动进行社会参与，鲜有学者关

心在数智化时代背景下，老年人是否愿意、是否能

够进行社会参与的问题，欠缺对当前老年人社会

参与需求与挑战的探讨。

因此，本研究将基于老年人一手数据，识别其

在社会参与过程中的需求与挑战，结合数智化技

术的特点提出应对策略，助力数智化时代老年人

与社会的积极互动。

二、数智化时代老年人社会参与需求与

挑战分析
通过招募 20位老年人开展为期 14天的日记

研 究（Diary Study），基 于 MOA 理 论（Motivation-

Opportunity-Ability，“动机-机会-能力”理论），分

析得到当代老年人对社会参与的需求，以及支撑

这些需求实现而对数智化技术的要求，在此基础

上，给出数智化时代老年人社会参与所面临的新

挑战。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研究团队于2023年 11月招募了20位老年参

与者（注：后面访谈记录以“参与者 X”来代表某位参与

者的记录），开展了为期14天的日记研究。参与者

均为自愿报名参加，平均年龄68.04岁，全部具备

数智化技术使用经历。其中，有17位参与者提交

了 14 天的完整日记记录，有 3 位参与者提交了 7

天的日记记录，共计收取到 11 万余字的记录结

果。

由两位研究人员利用NVivo软件，分别独立进

行了需求编码，发现在整理到第16位参与者的日

记时，已得不到更新的内容，达到“数据饱和”状

态[12]；对于编码不一致的内容，邀请第三位研究人

员加入讨论并形成一致意见。

（二）数智化时代老年人社会参与需求

MOA理论是通过心理和情景构念对行为进行

解释的框架，其认为动机、机会和能力三个核心因

素共同作用于个体或团队，决定了行为表现和绩

效[13]。本研究基于该理论识别了老年人社会参与

行为的具体需求。

1. 动机类需求。老年人渴望丰富自己的个人

生活并发挥其人生价值，这构成了他们社会参与

的主要动机。

（1）丰富个人生活。日志记录显示，当前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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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多以逛公园、微信聊天、刷短视频为主，相

对单调。参与者O在参与一次跨社区联谊活动后

表示“结识了各个社区的老哥老姐们，感到非常高

兴”，这说明老年人的社交圈一般较为固定，跨域

活动提供了认识新朋友的机会；参与者D表示“从

电视中看到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向邻居说一

说，宣传一下”，表现出老年人期望了解更多新闻

资讯，及时与亲友交流。所以，老年人需要从社交

和信息层面丰富个人生活。

针对上述需求，数智化技术可尝试给出如下

支持：展示真实可信的国家、社区新闻资讯，根据

老年人兴趣与地理位置自动推送，让老年人之间

不仅有机会，更有内容可交流；提供更丰富的线上

社交渠道，可依据兴趣小组扩展老年人的跨圈社

交，增加互动新方式加深老人的圈内社交；提供更

多新型娱乐机会，可开发适合老年人体验、兼顾娱

乐性与锻炼性的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游

戏，扩展老年人的居家娱乐方式。

（2）发挥人生价值。当前老年人需求结构已

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表现为对自我实现的需

求强烈。参与者H在“为清洁工送清凉”的活动中

表示“他们连声说谢谢，已是我最大的满足与收获

了”；参与者 I表示“虽然自己也走向年龄大的队

伍，但是我还有用，同龄人都是一线力量”，这说明

成功帮助他人可增强老年人的成就感与自信心，

使其认为自己能不受年龄的限制，仍持续为社会

贡献力量。而参与者 A 在为社区提出改进建议

后，表示“我提过几次这个问题，但不知社区有没

有考虑解决”，说明他们非常想获知自己反馈问题

的处理进度与结果。由此可见，老年人期待能够

贡献自我力量、体现自身价值。

数智化技术可从以下几方面支持上述需求的

实现：整合志愿服务机会信息，减少老年人的搜索

成本；搭建志愿者与群众的互动桥梁，群众的感谢

与认可能够让老年人感受到个人价值，这样的自

我激励会诱发自我驱动力以保证积极参加的态

度[14]；提供反馈事项的处理进程，帮助其了解自己

的贡献，以此正向激励老年人再次参与。

2. 机会类需求。机会是决定老年人参与社会

顺利与否的关键外界因素，数智化技术能为老年

人社会参与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外界支持。

（1）社会认可支持。当前老年人在参与社会

的过程中，往往会提前了解参与的内容，避免因出

现差错而给亲友造成麻烦。参与者M表示“教学

视频可以反复地播放，也可以选择小节进行播放，

对于学习来说很适用，很方便”，说明老年人更青

睐于可自行练习的功能。参与者D表示“在没病

不去医院时，只能在家中待着，少给儿子添麻烦”，

这说明其他群体在面对老年人出现身体异常时可

能存在担忧和抱怨，迫使部分老年人不敢参与活

动。因而，他们需要社会（尤其是亲友）的认可与

支持。

考虑到这些需求，数智化技术可提供如下支

持：提供可多次模拟、提前练习的参与环境，以及

详细的使用指南和客户支持，鼓励老年人自行尝

试；通过社交媒体展示老年人参与社会的积极案

例和成效，强调老年人的多样角色和贡献，帮助亲

友理解老年人参与社会的积极影响。

（2）服务配套支持。在技术使用方面，参与者

N曾记录“现在在外面非必要不开机，不知什么时

候就会扣费，太可怕了”，因担心开销问题而不敢

随意使用智能手机。而参与者F表示“许久没外出

了，既期待又不自信，不自信的是：已是70岁了，身

体不太好，不知道能否很好地完成此次旅行”，担

心自己在不熟悉的环境中，出现疾病复发、无法适

应外地气候等无法控制的突发情况。所以，老年

人需要可信赖的、配套的服务支持。

就上述需求而言，数智化技术可尝试提供如

下支持：自动提示、控制设备的流量、电量和内存

开销情况，减少老年人使用设备时的心理压力；建

立统一的应急响应系统，包含明确的预案和快速

反应机制，让老年人无论身处何地都可迅速处理

健康紧急情况、交通事故或其他意外事件，打消参

与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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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效信息支持。高质量的信息为老年人

提供了可靠的决策基础，但目前老年人接触到的

信息尚不够透明、准确。参与者N在遇到因流量

异常消耗但未被扣费时，表示“闹不明白这一来一

去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怎么回事”，更担心下次

还会发生类似情况；参与者L表示“在网上购物就

怕买到假货”，说明老年人难辨真伪信息，因害怕

上当受骗而降低参与频率。所以，老年人需要更

为有效的信息支持，只有感觉自己对某个活动有

足够了解时，他们才更有可能参与其中。

针对上述需求，数智化技术可尝试提供如下

支持：提供清晰易懂的解释和操作说明，减少老年

人对接触新事物的焦虑感；在确保信息来源真实

可靠的前提下，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让老年人安

全、便捷地使用数智化技术，不断提升其对网络技

术的信任程度。

3. 能力类需求。老年人个人能力直接决定其

参与的方式，从研究结果来看，老年人普遍需要自

主生活、心理适应、工作服务和与时俱进等多方面

的能力，来支撑进行更高水平的社会参与。

（1）自主生活能力。身体机能衰退是阻碍老

年人进行社会参与的核心因素。参与者 N 表示

“只是每天吃什么是要动脑子的，特别是人不多，

做多了会剩饭菜”，一日三餐占据了老年人大部分

的时间；参与者S表示“担心使用扫地机器人后，自

己会因不再扫地而得不到锻炼”，体现出老年人对

自身健康锻炼的重视；参与者G曾记录“随着岁数

的增长，……期待能有家庭医生上门看病，打点

滴”。95%的参与者在14天内有过求医问诊的经

历。所以，老年人有对合理膳食搭配、便利医疗指

导等提升自主生活能力的迫切需求。

针对这些需求，数智化技术可提供相关支持：

根据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与营养需求，提供个性化

的膳食建议，整合健康就餐与送餐服务，让老年人

能够放心、便捷地获得餐饮服务；根据老年人身体

能力定制健身计划，开发虚拟健身教练应用，鼓励

他们在家中安全锻炼；借助元宇宙空间提供远程

医疗咨询服务、动态调配医疗资源，让老年人尽可

能就近获得适合的医疗服务。

（2）心理适应能力。在变老的过程中，老年人

需要在面对新情境时保持心理健康和情绪稳定的

能力，即心理适应能力。政府兜底的养老政策和

专业人士的开解能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安全感。参

与者G表示“他（老人）让我赶紧通知社区领导相

关人员，我及时通知了主管老年工作的相关人士，

解除了他的恐惧与惊慌”。在与子女联系方面，参

与者C表示“我们不需要他们给予物质上的帮助，

需要他们常回家看看”，但参与者D则表示“不和

子女住在一起，少很多是非”，说明老年人是需要

与子女交流的，但需要做好交流频率与程度的控

制，避免让不同生活节奏的两代人产生矛盾。

对于这些需求，数智化技术可尝试提供如下

支持：借助社区新媒体平台，宣传社区养老兜底保

障措施，储备、链接养老资源；公布专业人士的联

系方式，通过制作数字分身的方式，让专业人员同

时为多位老年人提供帮助支持；搭建元宇宙互动

空间，实现老年人亲友不同场景下的交流。

（3）工作服务能力。随着全生命期视角的普

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将学习和工作视为终身的

权利[15]，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是部分老年人的真实

写照。例如，参与者B曾记录自己参与志愿服务的

过程中“自己也不懂电视的调台功能，想和修理人

员咨询一下如何调理，维修人员告诉我这不是一

句两句话就可以学会的”，自己因没有学习到而情

绪低落；而低龄参与者O在走访高龄老人时发现

自己“手头上没有地暖的维修电话，只能步行来到

社区”，说明其缺少资源信息，服务能力有限。所

以，他们需要提高自身工作服务能力。

针对上述需求，数智化技术可尝试提供如下

支持：建设统一学习平台，提供有针对性的专业技

能（如家电维修、理发等）方面的指导，支持模拟实

操；提供服务信息，链接不同养老服务资源，并及

时更新。

（4）与时俱进能力。所有参与者均表示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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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自己对智能设备的使用能力。参与者F曾记

录“希望有机会，自己多学些智能手机上的功能，

并能熟练操作”，表达了对持续学习的需求；参与

者O表示“能不能在（用手机）照相过程中有文字

和语言提示？若有相应的键盘，一按就能完成如

出行、结账、挂号等功能，就好了”，说明目前的应

用并未实现老年人的自我使用，仍存在较高的理

解和切换成本；而参与者N表示“对电脑有向往，

但没有时间也没有相应的教员和环境”，实际上，

目前开展老年人学习课程的平台较少，且多为手

机相关课程，存在课程设置不平衡、覆盖对象不全

面的问题[16]。“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老年人需

要有更丰富的学习机会。

考虑到上述所述需求，数智化技术可尝试提

供如下支持：尽可能在老年人使用智能设备时实

时提供功能解释，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报错原

因与解决方案，减少老年人的记忆成本；采取“高

内聚、低耦合”的设计思路对智能设备的功能进行

适老化设计，尽量在老年人已建立起使用认知的

综合应用中聚合功能；建设涉及手机、电脑和电视

的统一学习平台，教学内容应与主流应用版本匹

配，支持对深层次、趣味功能的自选式学习。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本节得到如表1所示的老

年人社会参与需求及相应地对数智化技术的要

求，可据此来指导数智化技术的设计。

（三）数智化时代老年人社会参与面临的挑战

在上一节需求识别结果与日记数据的基础

上，本节依据MOA框架进一步识别出老年人在数

智化时代进行社会参与的三大挑战：一是“想参与

但无从参与”，即信息不对称的挑战，不同老年人

（表1） 基于MOA框架的数智化时代老年人社会参与需求

MOA理论模块理论模块

动机

机会

能力

社会参与需求社会参与需求

丰富个人生活

发挥人生价值

社会认可支持

服务配套支持

有效信息支持

自主生活能力

心理适应能力

工作服务能力

与时俱进能力

对数智化技术的要求对数智化技术的要求

了解国家新闻、社区资讯

拓展线上社交

提供更多新型娱乐机会

整合志愿服务机会信息

构建互动渠道

提供事项处理进程反馈

支持老年人自主尝试

加大敬老用老宣传

电量、流量开销自动控制

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系统

提供业务解释说明

提供透明有效的信息

提供膳食搭配推荐

提供身体机能锻炼

提供医疗指导服务

宣传社区兜底养老服务

提供专业人士开解

提供亲友情感陪伴功能

提供技能服务的支持

提供链接服务资源的信息

提供智能设备的实时解释说明

对智能设备的功能适老化设计

提供持续学习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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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参与的机会并不平等；二是“有机会但参与困

难”，即能力不具备的挑战，老年人技术操作能力

与学习机会欠缺的问题亟待改善；三是“参与但获

得感不强”，即价值未实现的挑战，老年人在参与

过程中获得感低，导致其参与动机不够强烈。

1. 想参与但无从参与。在互联网时代，信息

的流动速度大幅提升，覆盖范围更加广泛，这理应

为所有年龄群体带来便利和机会。然而，实际情

况却是，老年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中往往处

于不利的位置，有些老年人虽然有参与的热情，却

没有适合的机会参与。

当前组织者倾向于通过微信等在线社交平台

发布活动信息，参与者G表示“与社区邻居一同参

加活动，离不开群里发布的活动时间安排。每个

活动大家都是抢着报名，报名活动必须使用智能

手机，在网上抢名额或者接龙”，这就导致部分老

年人因操作能力不足而无法及时获得信息，失去

参与机会。这一情况尚且存在于北京城区社区，

更不用说在郊区、农村等网络基础设施较差、老年

教育资源较弱的区域。

2. 有机会但参与困难。即便有了参与机会，

但由于自身服务能力、学习机会的欠缺，使老年人

在活动中仍然面临参与困难的挑战。许多活动的

开展离不开应用软件的支持，例如，参与者L曾记

录“我们在给（高龄）老人发放爱心蔬菜包时，要给

老人拍照，记下是哪位老人收到的”。而部分软件

的使用则超出了一些中低龄老年人的操作能力范

围，参与者P需要下载一款地铁志愿服务软件，但

她表示“试了多次，就是不能下载，愁死我了，找个

朋友帮助打开后还是不能下载，这可怎么办呀”，

这加重了她工作前的心理压力，因为如果没有这

个软件，她将无法正常参加志愿服务。

同时，老年人缺乏合适的学习机会，限制了他

们社会参与的主动性。参与者I表示“希望将来有

人多教一下上年纪的人”；参与者B还曾因自己未

学习到调台知识而感到沮丧。当他们发现自己难

以独立完成某些活动且无处求教时，会感到无助

和失望，进而减少尝试和参与意愿。

3. 参与但获得感不强。老年人渴望自己的经

验和智慧能够被社会认可和需要，但目前老年人

在参与社会活动时，尤其是非经济型活动，难以感

知和衡量自己的价值，获得感不强，进而缺乏持续

参与的动机。

参与者O在提出社区改进建议后，期待“反映

的问题早日有个回复和解决方案”，而参与者A表

示“我提过几次这个问题，但不知社区有没有考虑

解决”，侧面展示出老年参与者其实并不了解自己

提出的建议效果，若他们的建议迟迟没有反馈，可

能会让他们失去对社区、政府的信任，进而逐渐降

低参与意愿。

老年人获得感的来源并非只有金钱、实物奖

励。参与者M表示“一条由自己亲手扎染的纱巾

（图1） 数智化时代老年人社会参与应对策略

（注：“→”为主要影响，“ ”为次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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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呈现在我的面前，心里非常高兴”，参与者F表示

“看到高龄老人的笑脸，感觉自己的工作非常有价

值”。群众的感谢、手工艺品的制作等都会满足他

们自我实现的需求，能极大地调动老年人的参与

热情，因为这些是他们积极参与的见证，是自我价

值的真实体现。

三、数智化时代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的

应对策略
数智化时代，智慧养老打破了传统产业间的

鲜明界限，强调养老资源、技术、设备等各要素共

享共存，从产业上游的养老设备和信息系统的研

发到下游的不同类型、不同层级养老产品与服务

的输出，共同构建起智慧养老服务体系[17]。针对数

智化时代老年人社会参与过程中所面临的三大挑

战，可通过完善制度设计、建设统一平台、推动技

术赋能、鼓励老有所为四方面的策略积极应对，如

图1所示。

（一）完善制度设计，保障参与环境

制度和政策的完善能够为老年人创造友好的

参与环境，政府应积极作为，让老年人更方便、放

心地进行社会参与。如图1所示，政府可以在推动

平台建设、技术赋能和老有所为方面作出政策安

排。

1. 出台建设老年人社会参与统一平台的配套

政策，整合老年人社会参与机会信息。要发挥政

府集中资源的优势和号召力，自上而下发出平台

建设倡议并牵头完成基础架构设计，引导社会各

界积极发布吸引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信息；同时同

步做好标准制定、效果监测，如可利用区块链技术

将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记录上链，根据链上数据对

老年人和提供参与机会的企业实施奖惩激励。

2. 可出台支持技术赋能老年社会参与的政

策，鼓励利用技术提高老年人参与能力。一方面，

应加强应用适老化工作的纵深展开，首批完成适

老化改造的互联网和App应用的“回头看”专项行

动结果显示，有部分应用的适老化只停留在某一

版本或表面功能，仍需久久为功，持续进行适老化

应用改造，促进其实现由“从无到有”向“从有到全

和优”的转变；另一方面，应配套提供技术使用教

程，提供时新、全面的功能介绍，支持老年人的持

续学习。

3. 可出台鼓励老有所为的经济激励型政策，

并加大敬老用老宣传。通过宣传表彰积极参与社

会活动的老年人与他们的支持者，并给予一定的

物质或精神奖励，以此带动和激励其他老年人更

广泛地参与社会活动。例如，可设立“老年人唯一

标识码”来为老年人社会参与行为赋予积分，积分

可用于享受消费折扣、健康检查优惠等；对老年用

工单位，给予适当的税收减免、补贴或奖励，鼓励

企业雇佣老年人，引导其认识到老年工作者的独

特价值，以及招聘老年人也是其承担社会责任的

一种方式。

（二）建设统一平台，整合参与机会

首先，老年人获取参与机会本就存在难以检

索、难辨信息真伪的困难，一个权威、统一的信息

发布平台能够整合资源、简化流程，提供一个易于

访问和使用的中心点，实现老年人社会参与机会

的整合。建议由政府牵头规划和设计该平台，构

建包含老年人、养老服务机构（企业）和医疗（健

康）服务机构等不同主体共同聚合的生态系统，通

过大数据等手段实现供需的精准匹配。

其次，养老服务机构（企业）应主动发布透明、

真实、有效的信息，并做好相关服务资源的整合。

有较成熟参与模式的企业要加强平台工作流的建

设，提供集活动报名、开展、管理、总结、反馈于一

体的全链条功能，减少老年人的渠道切换成本。

特别是具备“老有所为”机会提供能力的组织须重

视对该平台的使用，对老年人提出的建议要及时

反馈处理结果，形成良好的互动沟通渠道，增强老

年参与者的获得感。

再次，医疗（健康）服务机构也需积极参与平

台建设，提供有利于老年人参与社会的身体机能

锻炼建议、膳食搭配推荐等，可事先筛选出适合各

类老年人群体参与的活动，并跟踪老年人参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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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身体情况，提前做好突发事件的应急保障

工作，必要时提供医疗指导、专业人士咨询等相关

配套服务。

最后，平台管理者要引导老年人学会使用平

台，养成从平台上搜索参与机会的习惯；老年人亲

友也应积极协助宣传平台的资源优势与信息可信

性，帮助老年人熟悉平台操作，使其能较方便地找

到符合自己兴趣和能力的社会活动，要支持老年

人自主选择，并鼓励其根据自身条件独立参与。

（三）推动技术赋能，适配参与能力

数智化技术已在信息传播、丰富形式等方面

推动了老年人社会参与，若想放大其赋能的效果，

还需进一步做好技术与老年人参与能力的适配。

一方面，政府及相关企业应着力于深化适老

化工作，为技术使用的门槛做减法。在做好高频

应用适老化改造的基础上，加强对自动化功能的

建设，如提供电量、流量开销的自动控制，基于用

户数据为老年人自动推送或调整适老化版本等。

同时，还应关注“人机交互”与“人机共融”的适老

化维度，好的设计应是能鼓励老年人加强自我锻

炼提高身体机能，保持身体健康，而不是完全替

代；要注重技术与老年人不同阶段使用习惯和认

知能力的匹配，注意做好对不同功能的解释说明，

以提供更加自然、直观的交互方式。

另一方面，高科技企业应充分利用新质生产

力，为技术应用形式做加法。可探索利用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等新兴技术，创造无需老年人复杂操

作的社会参与新形式。如可构建元宇宙社交空

间，老年人可以创作自己喜爱的身份形象，与各地

的人们进行网络虚拟互动，拓展社交范围；还可体

验虚拟旅游，访问世界各地的名胜古迹，甚至外太

空或历史场景，这些体验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

来说尤为宝贵。

（四）鼓励老有所为，增强价值实现

要积极鼓励和推广以志愿服务、银发网红、再

就业等为代表形式的“老有所为”活动，支持老年

人继续发挥余热，使晚年生活更充实、更有意义。

首先，政府可通过政策和资金支持，鼓励社会

组织开展老年志愿服务项目。一方面，可提供老

年志愿者培训，帮助他们提高服务技能和使用数

智化技术的能力；另一方面，可引入志愿服务的官

方认证制度，提升老年志愿者的组织认同感和责

任感，标识老年志愿者的服务能力，增强其自我价

值认同；同时，要健全对“老有所为”活动的监管机

制，识别是否存在过度消费、虐待甚至不尊重老年

工作者的情况，保障其人身安全、酬金、知识产权

等方面的合法权益。

其次，养老服务机构或相关企业可设计适合

老年人的工作岗位，履行社会责任，提供兼职、远

程工作等灵活就业形式。例如，可通过在线平台

为老年人提供技能传授平台等，将他们的知识和

技能传授给年轻一代，实现年老一代与年轻一代

的资源优势互补。新媒体时代，各大社交媒体平

台作为老年人展示新时代新的生活方式和理念的

重要载体，社交媒体平台可为银发网红提供专门

的内容创作和平台推广指导，建立长期稳定的合

作关系，共同探索适合老年人的创作内容和形式，

并通过数据分析、直播监控等机制保障银发网红

的健康发展。

综上，制度设计可为其他应对策略提供宏观

保障与支持，构建技术赋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友

好环境。统一平台能为老年人提供了解各类参与

信息和机会的统一入口，减少老年人的搜索成本，

应对“想参与但无从参与”的挑战；同时，其还可聚

合流程功能降低参与门槛，展示反馈意见的处理

进度以增强获得感。适老化后的数智化技术能够

降低老年人操作技术的门槛，提高老年人的参与

能力，应对“有机会但参与困难”的挑战；也让老年

人有更强的“与时俱进”获得感，新兴技术的引入

还会创造更多新型参与机会。老有所为鼓励老年

人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志愿服务、再就业等行动

之中，充分发挥老年人的经验与价值，应对“参与

但获得感不强”的挑战；而多样化活动也可丰富老

年人社会参与形式，参与活动亦会锻炼到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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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技能、人际交往、对新兴事物的理解和使用

能力，进一步激发和带动老年群体的参与度。

四、结语
本研究招募 20位老年人开展了为期 14天的

日记研究，基于MOA理论，分析得到了当代老年人

社会参与在动机、机会和能力三个维度的需求及

相对应数智化技术的要求；进一步识别出老年人

“想参与但无从参与”“有机会但参与困难”与“参

与但获得感不强”三大社会参与挑战。针对这些

需求与挑战，有必要完善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顶层

制度设计，构建整合各类参与信息的统一平台，推

动数智化技术赋能老年人，鼓励老年人参加适合

的老有所为活动。

笔者呼吁社会各界积极关注数智化技术对老

年人的影响，以及他们在社会参与中涌现出的新

需求、新挑战，进而设计适合的技术应用模式，帮

助老年人更方便地找到与自己兴趣和能力相匹配

的参与机会，提升参与体验和满意度。老年人积

极进行社会参与不仅会促进自身的发展，也将为

银发经济注入新活力，激发更多的商机和经济增

长点，助力老龄化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更重要

的是，鼓励数智化时代中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行

为，尤其是数智化技术赋能的老有所为行为，将

推动整个社会对老年人的认知转变，从被动接受

关怀向主动积极参与转变，促进数智化社会的融

合与共享，从而构建更加包容、和谐的数智老龄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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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热点

Challenges and Tactics for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Elderly People in the Age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MOA Theory

ZUO Meiyun, YUAN Xinyi, YAO Dong

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the

concept of providing for the aged is changing, from simply providing support for the lives of the elderly to gradually

encouraging the elderly to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activities, that i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ocial

activities.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not only brings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elderly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ociety, but also is the only way for the elderly to participate in society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MOA theory, a

14 day diary study of 20 elderly people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did

bring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elderly to participate in society, but it also caused the elderly to face three major

challenges in social participation: "want to participate but can't participate", "have the opportunity but have

difficulty participating" and "participate but have a weak sense of access". To improve this situation, first of all, we

should improve the system design, and ensure the participation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a unified

platform for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and relevant policies to support technology enabled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Secondly, we should build a unified platform to build an ecosystem that includes the

elderly, pension service institutions (enterprises) and medical (health) service institutions and other different

subjects, so as to ensure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opportunities of the elderly; Thirdly, we should promote technology

empowerment,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functions, subtract the threshold of technology use, and

add the forms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on the basis of doing well in the aging transformation of high-frequency

applications; Finally, we should actively encourage and promote the activities of "having something for the elderly"

in the form of voluntary service, silver haired online celebrity, re-employment and so on, and support the elderly to

continue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so as to make their later life fuller and more meaningful.

Keywords: aging of population;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older adult; smart senior care; social senior care service;

silver economy; digital intelligen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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