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多
一
点
数
字
留
白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别
让
银
发
族
﹃﹃﹃﹃﹃﹃﹃﹃﹃﹃﹃﹃﹃﹃﹃﹃﹃﹃﹃﹃﹃﹃﹃﹃﹃﹃﹃﹃﹃﹃﹃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无
码
可
依
﹄﹄﹄﹄﹄﹄﹄﹄﹄﹄﹄﹄﹄﹄﹄﹄﹄﹄﹄﹄﹄﹄﹄﹄﹄﹄﹄﹄﹄﹄﹄

10 2020年10月27日 星期二
星级编辑蔡富根 组版胡燕舞 校对陈文彪中国热点

在我国数字化进程快速推进和老龄化持续加速的背景下，需

充分考虑“银发族”等重点人群对数字化手段的适应能力，注重公

共服务设施的普惠性。

“需要警醒的是，在疫情背景下，一些商业机构以‘减少接触’

为名，强行减少‘数字留白’通道，同时也带来了信息安全隐患。”资

深互联网行业专家尹生提出，一些机构为牟取商业利益，强制老年

用户或不使用手机的人群授权获取其个人信息，这也有可能带来

更大的社会风险。

“尤其是在公共服务设施内，尊重使用手机者的权利，也要尊

重不使用手机者的权利，不能因为不用或者不会用手机，就剥夺使

用产品或服务的权利。”尹生认为。

在他看来，公共交通、便民服务等场合，理应保留数字留白通

道，提供给“银发族”等数字适应能力较弱的群众；而在一些实际承

担社会公共服务功能的商业机构中，也应遵循“以人为本”而非“技

术至上”的原则向“银发族”提供对等服务。

“数字化的脚步慢一点，等一等占这个国家人口六分之一的

‘银发族’。”刘兴亮等人建议，公共场所要给没有或不会使用智能

手机的老年人预留通道，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在“一码通行”场景中

为老年人等重点群体安排专人对接服务，确保“数字空白”能够兜

住“跟不上数字步伐”的人。

加快人脸识别在一定范围内应用场景的落地，向“银发族”推

广更加简便的智能化数字手段，让老年人也能享受数字技术带来

的社会红利。

智能手机的技术门槛相对老年群体来说较高，一方面可引导

手机厂商开发面向老年群体的简单化操作的智能手机，另一方面

也可在操作更为简便的人脸识别技术上下功夫。

“比起操作复杂的智能手机，人脸等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门槛

相对更低，也对老年人更为友善。”有专家提出，在诸如地铁、公交、

图书馆等公共服务设施内，利用人脸识别技术为没有智能手机的

老年人提供通行便利。

专家认为，一些公共服务设施中，不涉及使用移动设备进行资

金交易，也无须关联相关金融账户，通过人脸识别技术还可以甄别

是否为健康状况高风险人群。

C 预留数字空白
为银发族兜底

近年来，移动互联技术飞速发展，人脸识别、扫码支付等新技术手段为大众提供了便

利，成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同时也给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带来不便。老

年人在“一码通行”的便捷场景中，遭遇“无码可依”的困难。

重阳节前夕，记者在多地走访时发现，上述问题在疫情发生后愈发凸显，没有“健康码”

无法乘坐公共交通、没有“收付款码”无法在市场交易，“银发族”普遍反映，新技术让他们与

社会脱节速度加快。

在数字化加快的当下，全国有超1亿的“银发族”仍旧没有“触网”习惯。有声音认为，

社会更应给“银发族”多一些数字留白，让老人在社会中不再“无码可依”。

□ 据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颜之宏 吴剑锋）

当二维码技术遍及各种社交和消费场景，因“不会扫

码”和“没有二维码”，一些“银发族”无法参与数字社会，社

会隔离感越来越强。

今年 7 月 28 日，大连地铁 12 号线旅顺站，一位老人在

进站时，因未出示健康码，被工作人员拦下。

“您必须出示健康码才能进站！”“什么电话号码？你要

我的电话号码？”“您在这儿闹没用，出示健康码，这是规

定！”“我没那个东西，没人发给我！”老人与地铁工作人员交

流中情绪颇为激动。

随后，大连地铁官方发布致歉声明称，工作人员方式方

法不对，并提醒乘客可以到市政府网站上打印“疫情通行

证”，当作家属的出行健康凭证。

记者在走访中将上述视频播放给部分受访老人，并简

述了事情经过，大部分老人表示，疫情期间出趟门太麻烦，

坐公交、进超市买菜、去医院取药都要健康码。

“我的手机就是个老年机，只能接打电话，哪儿还能‘扫

码’？”在东部沿海某城市，已近耄耋之年的张奶奶，晃着手

中的老年机向记者诉苦，“大连的那个老伙计，如果连‘健康

码’都用不了，你还指望他去上网打印‘通行证’？”

“不会用健康码，之前都刷老年卡，前些天坐公交，因为

没有码被‘赶’下来了。”独居老人杨先生用的老年机无法

“亮码”，导致疫情期间几乎没乘坐过公共交通工具。

相比没有“健康码”的各种不便，对一些“银发务工者”

来说，“扫码支付”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2018 年 1 月，江苏一媒体报道称，该地农贸市场中，一

对弹棉花的老夫妻，不愿让顾客用手机支付。原来收款码

是儿媳的，但以前儿媳收到款，从未转给他们。这在现实中

并非孤例。

还有受访“银发族”表示，早就听说网购方便又便宜，却

从未“尝过鲜”。

“听孙女说要到‘购物节’了，家里的微信群都在发‘养

猫’‘种树’的东西，看着挺好玩，但我们不会啊。”65岁的林

女士告诉记者，尽管有智能手机，可以用微信，但没有网购

账户，也从来没网购过东西。

“孩子们认为我没必要网购，说是怕我被骗，但是老人

家也有好奇心呀。”林女士说。

今年9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截

至今年 6 月，在我国 9.4 亿网民中，60 岁及以上网民占比达

到10.3%。而半年前，60岁以上网民占比只有6.7%，“银发

族”网民占比“快涨”的背后，是疫情中使用健康码和网购生

鲜的需要，推动老年人加速“触网”。

尽管如此，全国老龄办预测“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

老龄人口达到2.55 亿人”，按照此比例换算，“银发族”群体

中，有“触网”习惯的还不到四成。

当下数字技术发展较快，“银发族”本就难以跟得上，加之对新鲜

事物有畏惧心理、缺少子女耐心引导，弥合老年数字鸿沟愈发困难。

——“一码通行”场景存在排他性，进一步加剧老年群体与数

字社会的隔阂。记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不少线下商品零售的结

算方式，都在往扫码支付过渡，而过去通常用现金交易的菜市场等

场合，扫码支付的比例也在快速上升。

即使是火车站等公共交通设施中，可以使用现金支付的窗口

也在缩减。中国银联在今年四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19年个人消

费金额中，移动支付占比超六成，而前一年占比还不到四成。

无论是超市还是火车站，都在加速数字化改造，在场所容量不

拓展的前提下，这些公共服务设施的通道，对“没有或不会使用智

能手机”的“银发族”越来越不友好。

——“人机配比”快速上升，但“码机不兼容”“人机不兼容”情

况开始凸显。工信部发布的《中国无线电管理年度报告（2018年）》

显示，2018 年末我国手机用户超过 15.7 亿，相当于人均拥有 1.12

部手机。

“很多老年人也有手机，但并非支持‘扫码支付’功能的智能

机。”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有的老年人因为经济原

因不愿使用智能手机，有的认为智能手机充电频次太高，还有的不

习惯触屏。

“随着年龄的增长，‘银发族’对一些新生事物有畏惧心理，再

加之可能身边没有子女引导，久而久之就更不愿使用智能手机

了。”刘兴亮说。

——亲情被数字化信息交互手段挤占，家庭代际裂痕加剧，形

成恶性循环。全国老龄办相关负责人曾表示，到2020年，全国60

岁以上独居和空巢老年人达到1.18亿左右。

“这些独居和空巢老人得不到子女照顾，为弥合老年数字鸿沟

增加了困难。”福建省伍心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总院长洪英告诉记

者，进入养老机构的不少老人曾向她反映，之前与子女一起居住

时，子女手机不离身、玩得很起劲，却没耐心教老人用智能手机。

“有老人说，智能手机非但没给他们带来生活便利，反而加深

了情感隔阂。”洪英说。

B “一码通行”
缘何“人机不兼容”

A “没有那个码
他们就不让我坐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