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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快速老龄化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如何能使老年

人能安度晚年、享受社会发展的福利和政策成为摆在整个社会面前的难题。数码产品看似和

老年人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但着眼于以新科技为依托的电子数码产品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

必要的便利却有着无限的空间，本文试图从老龄化背景入手，全面分析电子数码产品的在改

善老年人生活方面的优势，从而为相关成果转化方面的有益探索和可行性提供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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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老龄化成为新常态，诸多社会问题亟待解决

我国正在成为一个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我国新生婴儿

率保持较高水平，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较大,中国的老龄人口也即将和中国人口总数一样保

持世界第一。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一些社会问题也相继产生。

（一）社会劳动力数量下降，人口红利消失，中等收入陷阱就在眼前

中国在经历几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后，人口规模突破 13 亿，随着新生婴儿的逐年减

少，劳动力占人口比重逐年降低，经济学家预计 2012 年左右中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整

个社会劳动力呈现匮乏状态，东南沿海一波又一波的用工荒恰好可以说明宣称是人口大国的

时代已经结束。

人口学家王丰教授说“中国过去 30 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除了制度变化的因素外，在相

当大的程度上收益于人口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即由年轻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扩大而带来的经济收益。这部分年轻劳动力与大量外来资本结合，造就了历史性的无法重复

的经济增长。各种不同的估算认为人口红利对中国 20 世纪最后 20 年中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

15％-20％”。

当然经济的发展绝不仅仅只是劳动力资源的支撑，人口红利消失并不必然导致中国难以

逾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但人口老龄化正无可争辩的到来，如何解决“未富先老”的问题，

甚至如何在老龄化现实面前，解决社会发展、收入增加、老年人社会保障等问题无疑成为大

家关注的焦点。

（二）老龄人口养老、医疗问题突出，社会保障体系面临重大考验

中国人常说要做到幼有所养、老有所依，但伴随着老龄化而来的养老、医疗等问题却一

再冲击着人们的道德底线。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有养老保障制度亟待调整、服务体系尚不完

善、保障资金缺口渐大、服务机构发展不平衡、老年护理专业人员缺乏、养老服务市场发育

不充分等。

（三）社会活力下降，创新创造活动减少，社会僵化格局需要改变

毫无疑问，老龄化社会必然面临是社会活力下降的问题，中国巨大的基础设施网络的维

持需要的是新鲜的血液，中国高速发展需要的是创新和充满创造力的头脑。人口老龄化会在

一定程度上造成思维的僵化和社会活力的不足，当然，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不会一夜之

间人去楼空，但如果到中国的广大农村走一走看一看，便会发现农村事实上已经开始显现老

龄化的迹象，这一方面是城镇化水平提高的效果，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未来农村人口的深刻变

化。

二、电子数码产品与老年人生活对接，努力实现化腐朽为神奇



（一）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老年人的生活

前文所述人口老龄化危机似乎即将到来，但以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人口老龄化和低生

育水平的现实在所难免，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应对，应对的重点在于不但要将经济社会发展

维持在合理水平，更加要切实保障老年人的生活。

在这样的问题面前，笔者首先想到的就是科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有能

力超越想象，重新缔造世界观并切实改变生活。也当然能够改变老年人的生活，对整个经济

和社会具有巨大的作用。

（二）巨大的市场和无限的商机成为双引擎

目前我国每年老年人生活用品和服务的总需求约有 6000 亿,而中国市场上的用品和服

务的供给只有不到 1000 亿。中国市场无疑具有强大的消化能力，老年人产品市场对资本更

加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生物科技、医疗器械等行业早已被媒体定义为新的增长点。一方面

中国拥有巨大的老年人市场，另一方面资本在此能够寻得更多的机会。因此，打造老年人服

务市场，以包括电子产品在内的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工具等形式出现的新兴行业将不断涌现。

（三）老年人需要合适的渠道获得更加充足的保障

目前，全国只有 60％的城市街道办事处和不到一半的社区居委会建有老年服务机构和

设施，农村乡镇更少这使得面向绝大多数老年人的社区照顾和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与老年人。

众多的且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和突出。如同难以想象人类能够登录月球

一样，科技的塑造能力叹为观止。苹果、微软等公司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以消费

者的需求角度出发还是从以产品培养消费习惯的角度出发，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同时也作

为迫切需要关爱的群体。老年人也希望能够从多渠道紧跟时代的步伐，希望能够生活的轻松

幸福。

三、老年人数码体验店的构想和实现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深入辽宁葫芦岛地区实地调查发现，老年人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弱，老年人对现代科技改变生活的渴望远远超过所想。因此笔者拟开发“老

年人数码体验店”项目。笔者相信以数码产品体验店为依托，能够深度促进科技与老年人生

活相融合。

关于数码产品体验店构想理由在于:

（一）体验重于说教

数码体验店内设置各种适合老年人佩戴使用的产品，如自助健康监测的仪器、自身辅助

定位功能的产品等等，往往凭空讲解新型产品不能够吸引老年人，而切实的展示本身就是对

产品的最好说明。

这一方面需要丰富产品内容，拓展产品适用空间，通过研发和合作畅通渠道，在生产端

和需求端同时着手，力争以产品的丰富性和实用性形成有效的客户粘性。

（二）实用是硬道理

老年人数码产品体验店应着眼于产品的实用性。老年人行动多有不便，如果能够开发出

对于老年人说经济实惠的代步工具和行走支撑的高端产品，切实促进老年人沟通交流的机会

增加，必然对丰富老年人生活，更好的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具有较大的帮助。

（三）精神和物质生活并行不悖

关爱老年人，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但要从物质方面着手，更应该注重精神层面的

慰藉。老年人数码体验店的产品将能够从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出发，通过交互式的体验，实现

即时通讯等快捷功能，智能设备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老年人生活的伴侣。注重体验功

能和互动功能。比如，人工智能机器的应用，可以方便快捷的实现老年人和外界的沟通，同

时能够在闲暇时光陪伴老年人的生活。

（四）产品是企业生存的基石



老年人数码产品体验店的营销核心在于销售拥有能够满足老年人需求的电子产品，经过

前期调研，笔者在葫芦岛地区随机采访了 100 位老年人受众，其对于产品的需求程度如下图：

在老年人数码体验店的经营策略上，笔者注重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区别不同客户的

不同需求，以市场的需要细分产品类型，体验店以商业的模式运营必然需要能够存活下去的

商业土壤。当然这一市场尚待培育，体验店也仅仅是一种尝试，笔者希望这样的尝试能够打

开老年人的生活世界，在老龄化到来之际对国家的平稳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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