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新西部·　　　　 ·2024年第4期

（二）数字技能与认知障碍

数 字 时 代 的 到 来 对 个 体 的 技 能 和 认 知 能 力 提 出 了

新的要求。尽管数字技术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和机会，但对于银发群体而言，技能和认知能力的障碍

却成为了他们融入数字世界的一大挑战。这种挑战主要

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银发群体普遍缺乏必要的数字技

能，二是认知能力的退化使得学习和适应新技术变得更

加困难。截至2023年底，至少熟练掌握一种数字素养与

技能（即达到初级水平）的网民占比54.1%，而掌握各项

数字素养与技能的网民群体主要集中在20-29岁，这部分

年轻群体能够“在电脑上连接和安装外接设备，比如手

机、打印机、摄像头等”的比例高达八成（81.4%），高

于整体网民水平27.8个百分点，而对于占比只有15.6%的

60岁以上网民群体来说，其数字素养与技能低下。数字

技能的缺失是大部分银发群体面临的重要问题。

快速发展的数字社会中，基本的计算机操作、网络

搜索、电子邮件使用、社交媒体互动以及在线支付等技

能变得极其重要。然而，大部分银发群体并未拥有这些

技能。电子设备界面设计复杂、操作步骤繁琐、术语难

以理解，这些都成为了银发群体学习和使用数字技术的

障碍。

此外，随着新技术和应用程序的不断涌现，即使是

已经掌握了一定数字技能的银发用户，也需要不断学习

持续更新的知识和技能，这对他们来说又是一大挑战。

另外，记忆力、注意力、思维速度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等一系列认知能力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退化，这对

银发群体学习新技能、适应新环境带来不小的挑战。例

如，记忆力的下降使得他们难以记住复杂的密码或操作

步骤；注意力的减弱导致他们难以长时间集中精力学习或

使用数字设备；思维速度的降低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减弱，

使得理解新技术的原理和应对技术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三）内在动机与需求缺失

从心理层面的因素来剖析银发群体在数字化进程中

面临的困境，“内在动机与需求的缺失”是根植于银发

群体个体的内在深层影响因素，即对于数字技术的认知

和态度不够积极。部分银发群体对数字技术的需求感知

较低，未能感受到学习新技术的乐趣，也未能充分认识

到这些技术所能提供的生活便捷度和必要性。部分已经

习惯了传统生活方式的银发群体仍然认为自己在日常生

活中并不需要使用智能手机、电脑或互联网。这种对数

字生活方式的陌生感和疏离感阻碍了他们探索和接受数

字化新技术的动力，降低了他们掌握数字技术的能力。

除了缺乏动机和需求感知之外，社会环境和文化氛

围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银发群体的“数字鸿沟”。在

部分经济条件落后的偏远地区，对银发群体使用数字设

备和参与社交媒体依然存在社会“偏见”，这种偏见表

现在银发群体使用数字设备和参与社交媒体被视为不适

合其年龄，或者是浪费时间的行为。这种环境下的社会

期望和文化标准，无疑加剧了银发群体对数字技术的抗

拒感。

（四）经济条件的制约限制

经济条件是制约银发群体融入数字化社会的重要影

响因素，不仅关乎银发群体个体能否负担起数字设备和

服务，还涉及到银发群体能否持续享受这些技术带来的

便利。其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数字设备及服务的负担能

力和维持这些技术相关的持续成本。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个人电脑以及其他相关设备往往需要较高的初始投

入。而对于许多银发群体来说，这样的投入可能会属于

“预算外”的非必要开支。

此外，高质量的互联网服务订阅费用也可能是一笔

不小的持续开支，尤其是在要求高速和大流量的今天。

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更新意味着用户需要定期更换或升

级设备，以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对于银发群体而言，

这不仅是经济上的负担，更成为学习上的挑战。而且，

使 用 这 些 技 术 相 关 的 辅 助 服 务 ， 如 技 术 支 持 和 培 训 课

程，往往也需要额外支付费用，进一步加剧了银发群体

的经济压力。

（五）身体机能的自然退化

身体机能的自然退化是银发群体在数字化进程中面

临的现实挑战。随着年龄的增长，银发群体会经历各种

生理变化，包括视力、听力的减退，身体灵活性和协调

性的下降，以及认知能力的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

银发群体使用数字设备和服务的能力。具体表现为：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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