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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广大老年群体更好适应并融入智慧社会，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出台多项举措，支持老年人学习
运用智能技术，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使其充分享受信息社会、数字化生活的红利，提升老年人在信息
化发展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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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科技赋能，，让老年人乐享数字生活让老年人乐享数字生活

“疫情初期，我看到新闻说政府开

发了一个手机应用，可以查询附近药

店位置及其口罩库存，但我这个年纪

的人哪会用智能手机应用啊！我又不

好意思麻烦晚辈，只能挨个药店寻找

口罩。”78 岁的首尔市民许宗德说。

当前，随着韩国的数字化进程日

益加快，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网络和

智能终端获取信息，生活便利性得到

提升。然而，数字化的快速发展也给

一 些 使 用 智 能 技 术 存 在 困 难 的 老 年

人 增 添 了 不 便 。“ 现 在 购 买 火 车 票 大

多通过手机，我却只会去火车站的售

票 厅 排 队 买 票 。 但 是 想 买 的 车 票 经

常已经在网上售罄，只能买站票。”许

宗德说，他曾尝试通过火车站的无人

售票机购票，但复杂的操作令其最终

放弃。

韩国统计厅的数据显示，2020 年 3
月 ，韩 国 65 岁 以 上 人 口 的 比 例 为

15.8%，已进入老龄社会。韩国老年人

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引发关注，2019
年，70 岁以上老年人使用网络的比例

为 38.9% ，使 用 智 能 手 机 的 比 例 为

37.8%。与之相对，则是韩国街头自动

售卖机不断增加、实体零售店不断减

少；银行网上服务不断扩大、银行网点

不断减少，这些都给不擅使用网络的

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造成困扰。首尔市

智慧城市政策官李源穆表示，政府应

该兼顾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市民数

字化能力教育，“让所有人共享智慧城

市的便利”。

为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韩国

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位

于首尔市衿川区的木洞老人福利文化

中心近日举办免费课程，由机器人教老

年人使用社交软件。课堂上，教学机器

人为老年学员详细讲解社交软件等各

类手机应用的使用方法。此外，韩国政

府还开发了无人售卖系统教学示范机

器，由老师手把手教老人使用各种无人

售卖系统。

首尔市数字财团还开展了“老老

互助”项目。该项目于 2020 年招募了

200 名 55 岁以上、熟练掌握数字技能的

老年人担任志愿者，帮助其他老年人

学习使用智能手机。这些志愿者被派

往类似木洞老人福利文化中心等基层

老人福利机构，开展线上线下教学，并

根据学员水平提供个性化教学服务。

当前，由于智能手机通信费较高，

韩国部分老年人不得不放弃使用智能

手机。对此，首尔市政府联合通信公

司为 65 岁以上的首尔市民推出月费为

2 万韩元（约合 120 元人民币）的老人

套餐，让老年人能以相对较低的价格

享受智能手机上网服务。通信公司同

时为加入套餐的老年人提供智能手机

基本操作的培训服务。有专家建议，

企业在设计数字产品时，应充分考虑

到老年人的使用需求和便利性，研发

老年人适用的数字产品。

“为解决数字鸿沟问题，我们会继

续开设相关课程。虽然目前服务的老

年人数量有限，参加学习的老年人

也不是都能学会，但我们用实际

行动，为建设包容型数字社会尽

一份力。”木洞老人福利文化中

心数字技能教育组组长许真儿

对本报记者表示，帮助老年群体

跨越数字鸿沟，让老年人充分享

受 信 息 社 会 、数 字 化 生 活 的 红

利，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本报首尔电）

韩国

努力建设包容型数字社会
本报驻韩国记者 张 悦

根据 2018 年的一项调查，智利 60
岁至 75 岁的人口中，60%没有使用过

电脑；60 岁以上的人口中，49.1%从未

接触过互联网。智利国家老年人服务

局负责人贝尔加拉认为，在数字化时

代加速到来的背景下，一些老年人在

运用智能技术时遇到困难。尤其是在

疫情防控期间，由于支付账单、办理手

续、购物等日常生活事项都转向线上

模式，数字鸿沟有扩大的趋势。

5 年前，66 岁的圣地亚哥教师索尼

娅第一次接触电脑。作为学校教龄最

长的老师，平日她教学时，上传文件、

播放幻灯片都有他人帮忙。疫情发生

后，当接到学校通知要开始网络教学

时，索尼娅有些不知所措。在其他老

师和女儿的帮助下，她磕磕绊绊地学

会使用视频会议软件为学生上网课。

因为不熟悉，不仅准备网课的时间经

常比上课时间还长，上课时也紧张，生

怕操作出错。

除了上网课，索尼娅最近也用上

了智能手机。对于新手机，她也感觉

“用起来不方便”。老年医学专家萨利

齐认为，智能终端的设计需要充分考

虑老年人操作的便捷性。一些操作界

面上的信息以弹窗形式呈现，字号小，

画面对比度低，内容堆积冗杂，会让一

些老年人感到困惑。

为此，智利推出一些专为老年人

设计的数字服务，在优化使用体验上

下足功夫。疫情防控期间，智利基金

会 等 机 构 合 作 发 起 了“ 电 信 连 接 ”活

动，向 1750 位老年人发放特别配置的

智能手机。手机屏幕上有一个鲜亮的

红色通话按钮，按住 3 秒钟即可接通呼

叫中心。老人的求助事项如不紧急，

中心会转接至老人的看护或家人、邻

居；若遇紧急情况，则会直接联系医疗

机构。活动负责人认为，这项尝试提

供了一种数字养老的新思路，特别是

身处偏远地区的老人，只要当地有电

话信号，就能享受看护服务。

目前，智利的人口预期寿命已超

过 80 岁，60 岁以上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20%，很多老年人独自生活。为帮助老

年人更好地融入信息化社会，智利也

开展了不少具有针对性的数字扫盲活

动。其中，由智利国家老年人服务局

与私营机构合作开展的“老年人数字

融合计划”，在智利 16 个地区建立 32
家老年人数字中心，配备共计 200 台电

脑，由志愿者为老人讲解如何上网、处

理和保护个人数据，以及编辑文本和

表格等。

“ 不 管 多 大 年 纪 ，都 可 以 开 始 学

习。”70 多岁的戈麦斯很喜欢这个活动，

以往当家人谈论社交媒体上的内容时，

他总是插不上话，学习使用电脑给他的

生活带来了十足的获得感和满足感。

圣地亚哥市政府也与教育机构合

作开设“数字学校”，为当地多个老年

俱乐部提供数字培训服务。培训内容

包括收发电子邮件、使用社交软件等，

以方便老年人与政府机构沟通，接收

相关社会文化服务信息。组织方希望

学员能把课上学到的技能带回社区，

教给伙伴或是邻里，让更多人受益。

贝尔加拉观察到，近年来老年人

学习智能技术的兴趣日渐浓厚，各类

培训课堂总是坐得满满当当。“老年人

渴望通过数字技术同亲朋、社群保持

紧密的情感联结，我们要做的，就是把

联 结‘ 工 具 ’送 到 这 些 老 年 人 手 中 。”

（本报里约热内卢电）

智利

帮助老年人积极融入数字化生活
本报驻巴西记者 朱东君

“网上预约比打电话方便多了，以

后还是得多用网络！”记者的邻居、年

过七旬的梅兹太太兴奋地说。梅兹太

太需要补办身份证，但疫情防控期间

市政厅服务时间缩短且实行预约制，

她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区沃吕韦—圣

皮 埃 尔 市 政 厅 拿 到 一 张 网 络 预 约 说

明，上面详细列出了操作步骤。登录

网站，页面上可预约时段一目了然，精

确到分钟，比打电话更为省时、便捷。

疫情防控期间，欧洲多国出台社

交限制措施，线上服务等数字化方式

加速普及。德国明斯特大学约格·贝

克尔教授认为，欧盟正大力推动数字

转型、发展电子政务，在老龄化程度较

高的欧洲地区，老年人数字技能、信息

获 取 能 力 受 限 已 成 为 不 可 忽 视 的 问

题。2019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欧盟 75
岁以上老人只有 20%偶尔或经常使用

互联网，而 16—29 岁年龄段的比例则

为 98%，代际数字鸿沟显著。

欧盟及其成员国一直关注解决老

年人数字技能不足问题。早在 2014年，

欧洲议会就通过决议，强调必须保障每

一个人在数字时代使用互联网的权利。

2020年 10月，欧洲理事会专门就数字时

代下的老年福利进行讨论，呼吁加强代

际融合，确保不断加速发展的数字化，

尤其是健康、社会服务、养老服务等领

域的数字化要给老年人带来方便，同时

应为其保留非数字化的服务选择。

老年人对新事物适应相对较慢，软

件设计方便易用尤其重要。欧盟资助

的“阿尔弗雷德”项目研发了一款老年

人专用的人工智能虚拟管家，老人可以

与之交谈、向其提问或对其发出指令。

虚拟管家系统还会依托大数据、物联

网、人机交互等技术，为老人提供活动

建议，鼓励老年人进行社交活动，同时

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以及通过个性化

游戏帮助他们保持身心活跃。该项目

使用语音识别技术，既简化了操作，降

低了使用门槛，也避免用户长时间看手

机屏幕，方便了老年群体。

针对老年群体最关注的医疗需求，

欧盟及其成员国也在积极探索数字化

解决方案。欧盟资助的“ProACT”项目

专为老年慢性病管理设计了一个应用

系统。不同于以往常见的单一疾病管

理系统，该系统以病人为中心，联结多

个医疗服务提供商，对相关体征数据进

行综合反馈，并提供定制医疗方案。目

前，该平台正处于测试阶段，欧盟希望

进一步简化操作流程，为老年人提供更

高质量数字医疗服务。

过去两年间，欧盟在“2020 年地平

线”项目投入 15 亿欧元，用于开展消除

数字鸿沟的相关研究。2021 年至 2027
年 ，欧 盟“ 数 字 欧 洲 ”项 目 还 将 投 入

24.5 亿欧元支持人工智能及其普及研

究，继续推动数字化转型并提升民众

的数字技能。

有评论指出，代际数字鸿沟反映

出欧洲社会对老年群体服务和需求重

视不足的问题。伴随着未来不断产生

新兴数字技术，代际数字鸿沟将是一

项持久挑战，老年群体获取数字服务

的权益不容忽视。

（本报布鲁塞尔电）

欧盟

代际数字鸿沟是一项持久挑战
本报驻比利时记者 张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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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20 年 12 月 2 日，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医护人员走进淮南市田家庵区洞山社区，指导老

年患者使用皖事通平台淮南分站上线的该院互联网医

院应用服务，方便老年患者使用手机就医问诊。

陈 彬摄（影像中国）

图②：塞尔维亚三位老人在户外交流学习使用智

能手机经验。

图③：德国柏林两位老人在家中使用蓝牙语音设备。

影像中国

图④：2020 年 11 月 16 日，在韩国首尔阳川区一处

老年福利文化中心，一名老人和教学机器人在学习结

束后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王婧嫱摄

据联合国预计，到 2050 年，15.9%的全球人口将达

到 65 岁及以上。人口老龄化已成为 21 世纪最重要的

社会转变之一。

老龄人口需要一定的产品和服务帮助他们保持积

极的生活方式，例如终身教育、旅行、社会支持和情感

联结等。随着数字科技全面进入人们生活，帮助老年

人掌握足够的数字技术对其获取此类产品和服务至关

重要，这也有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由于缺乏

足够的使用基本数字服务和产品的技能，一些老年人

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上遇到困难，很难真正乐享数字

生活。

解决数字鸿沟问题，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信息通

信技术基础设施，还需要增加对老龄群体的数字技能

培训，包括加强对老年人个人数据安全保护的培训。

科技企业应将推广老年人用户友好操作界面作为其企

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长远来看，应建立更多公私合

作伙伴关系，解决日益增长的社会对长期护理的需求，

并探索将数字技术更好地整合至养老服务中。

（作者为中欧数字协会主席，本报驻比利时记者

方莹馨采访整理）

整合数字技术与养老服务
路易吉·甘巴尔代拉

我国老龄化与数字化进程同步。随着各类数字化

技术加速应用和普及，代际数字鸿沟以及由此带来的

矛盾愈发显现，许多老年人在打车、就医、购物和社交

时面临困难。

弥合数字鸿沟，一是要提高老年人数字化能力，鼓

励和帮助他们接触各类新技术产品，更好地融入数字

生活；二是改善和创新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倡导科技适

老，建立以全龄包容为导向的设计、评价和服务体系；

三是建立新的社会规制，将社会需求转化为制度创新，

加强政府、市场和社会互动，制定与老龄化、老龄社会

相适应的公共政策。

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既惠及老人，也惠及全

龄；既事关效率，更事关公平；既是问题和挑战，也是机

遇和红利；不仅是民生大事，也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大事。

（作者为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理事，本报记者白紫微采访整理）

创新数字化产品和服务
梁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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