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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字技术发展使老年人消费安全面临巨大挑战

面对技术的发展与变革，老年人在消费过程中的安

全面临更为巨大的挑战。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我国老年网民数字迅速上升，特别是在我国消除老年人

“数字鸿沟”的政策推动下，数字技术应用适老化得到

高度重视，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日趋增强，老年

人互联网应用日趋普及。2021年末，我国老年人使用互

联网的比例达到了43.2%，网民数量达到1.19亿。老年网

民购买生活用品比例达到52.1%。[13]但老年人互联网消费

的素养依然较低，对互联网的了解和理解依然较低，消

费安全意识模糊而不确定，对巨大而丰富的互联网信息

缺乏主动搜索、甄别意识和能力，对信息的有效性、真

实性、准确性往往会产生误判。[14]对新科技产品的无条

件信任，科技保健品宣传的媒介及图片的迷惑性，以及

某些伪科技权威的宣传，也是老年人科技产品受骗的主

要影响因素。[15]

对于如何促进老年人消费，需要从政府、老年人、

企业和社会环境的改善等共同发力。一是政府应完善老

年社会保障和健康保障制度，健全社会安全网，使老年

人敢消费；同时也要促进老年人产业发展，建立与老年

人需求发展相适应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体系，使得市场能

够充分满足老年人多样多层次的消费需求；更要建构安

全的消费环境，有效维护老年人消费权益，使得老年人

能够放心消费。也要逐步破除老年人被动的消费态度和

低消费欲状态，释放老年人消费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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