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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

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

情。我国老龄化社会的特点，不只是老年人

口规模庞大，更重要的是人口预期寿命的

延长带来人口结构的本质性变化，以及因

此带来的社会关注焦点的转变。一方面，社

会人口结构的变化亟需在公共政策上重视

老龄人口资源，消极养老不仅是社会不能

承受之重，也是对老龄人口社会价值的忽

视，更是对老龄人口作为资源的巨大浪费；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在不同人

群之间产生了新的社会不平等，超过人口

总数1/4的老年群体是数字社会的弱势群

体，在挖掘老龄社会资源价值的同时，为老

龄社会人口赋能，促进社会公平发展，是我

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数字时代的代际公平难题

代际公平并非当下才有的概念，也不

是在老龄化社会产生的概念。在学术界，人

们对代际公平概念虽然耳熟能详，但真正

用于学术分析，最早还是针对人类与环境

的关系。在工业化以后，生产力水平大幅提

升，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运用、使用甚至掠夺

进入到加速状态。人们开始担心子孙后代

的资源使用问题，父代如何保证子代有资

源利用的选择权，如何让子代接触到父代

接触到的自然资源的多样性和质量性。准

确地讲，正经讨论代际公平问题时，人们最

初关注的是父代对子代的责任，代际公平

的起点是资源准则。

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国社会对代际公

平的早期探讨沿用的是行为准则。所谓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景下，代际公

平有不同的内涵，也有不同的公共政策所

指。在数字时代，社会变革赋予了代际公

平新的含义，强调的是父代是数字社会的

缓行者，面向父代，子代要给予父代同等

的机会分享数字红利，强调的是父代的机

会，我们可以称之为机会准则。换言之，父

代、老年人是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的非主

流群体、弱势群体，要在数字时代给予老

年人同等机会追寻发展，而不只是一般理

解的“养老”，否则就会有至少1/4的人口被

隔离在享受数字红利的彼岸。在给定数字

技术创新和应用带来巨大数字红利的前提

下，让老龄人口分享数字红利是社会平等的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如何跨越代际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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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整个社会都要适应这

一社会转型。

代际分化的技术根源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短短几十年里，代

际公平问题如何从父代对子代的资源关

注逆转为子代对父代的数字关注呢？事实

上，问题中已经蕴含了答案的线索：技术

变革是影响这种逆转的外生变量，生物性

与技术性关系的变化则是影响逆转的内

生变量。

代际之间的核心变量：年龄

技术变革和创新是如何使代际之间产

生分化的呢？笔者认为年龄是核心变量。

年龄的差异会带来代际之间在生理、心

理、认知上的差异，这是自然规律。当自然

差异面向社会时，进一步会带来两个机会

的差异。第一，生产财富和生产物资的社

会性需求与生物机能供给之间从来存在差

异，笔者称之为生产机会。第二，社会物质

供给和生物机能可以利用之间也从来存在

差异，笔者称之为生活机会。在日常生活

中，生产机会和生活机会差异，表现为职业

高下差异和生活质量差异。不同年龄的群

体，拥有不同的技能。经济学把技能归纳

为人力资本属性之一。社会学家则认为，技

能差异是影响人群差异的关键因素，是社

会差异的来源之一，是影响社会分化的主

要因素之一。

从代际和谐到代际鸿沟

代际分化是由面向生产和生活机会的

技能需求变化带来的，也是社会的技术创

新和应用展开的速度差异带来的。回顾人

类经历的三次革命性技术创新，可以清楚

地发现，社会需求与代际技能供给之间在

发生本质性逆转。

在农业社会，老年群体是社会的财富。

在一个生产和生活技能来自于个体和地方

性群体经验的时代，对子代而言，老人积累

的生产和生活经验是宝贵的。口耳相传、

随时可问是子代的需求。老人活着，对子孙

而言便拥有了生产和生活的百科全书。换

句话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不一定基于我

们常说的道德义务，更可能的是代际交换。

即父代用生产和生活经验来支付子代赡养

自己的成本。

到了工业时代，生产和生活对技能的

需求变了，家庭代际交换的逻辑也随之失

效。工业社会的生产，不再以家庭为单位，

而是以组织为单位，技能传递也从家庭转

向社会。个体技能不再只是从家庭习得，不

再来自于长辈传递的经验，而是经由学校、

工厂这样的正式组织传授。人们通过学校

的教育体系、企业的学徒体系，先获得技

能，再用技能换取收入。有技能的老人不再

交换子女的赡养，而是用技能在劳动年龄

从社会获得收入，再用劳动技能积累的财

富贡献交换不参加劳动后的社会赡养。代

际之间不再运用家庭体系进行技能与赡养

的长期的可持续交换，而是代之以社会体

系，个体先将技能兑现为收入，再用积累的

收入兑换赡养。对老年人赡养的社会化，

也让曾经隐藏在家庭之内的代际分化变成

了显性的社会分化，不仅有群体的分化，更

有代际的分化。代际之间的家庭和谐被代

际之间的社会性分化打破，由技术创新与

应用推动的是社会化的代际疏离、代际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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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代际鸿沟。

进入数字时代，老年人积累的经验不

仅不能在家庭交换子孙的赡养，甚至不能

在社会交换子代的赡养，数字技术创新与

应用让老人们在其年轻时习得的技能和积

累的经验几乎变成了负资产。原有技能追不

上技术创新与应用的迭代，人们在劳动年

龄积累的技能和经验不再是可以用来交换

赡养的有效资产了。

技能生命周期的变化

劳动年龄的技能和积累的经验在农业时

代和工业时代曾经都是可以用来交换老年赡

养的资产，何以到了数字时代便失灵了呢？如

果把这个现象放在长时段历史中，可以发现

一个极有意义的概念：技能生命周期。

在农业社会，一个人如果学会了插秧，

那么他一辈子都会插秧。技术创新与应用

的速度很慢，技能有效的生命周期很长。

进入工业社会，技能有效的生命周期变

短，比如汽车技术从纯机械汽车，到机械

电子混合汽车，再到电力汽车的快速迭代，

对修车技能提出挑战。进入数字社会以

来，技能的生命周期变得越来越短，老人们

突然发现，不仅生产技能失效加速，生活

技能的失效也在加速，出门不会乘公交车、

不会买东西、不会看病，自己都快不会日常

生活了。技术创新与应用一直处在不断加速

中，现实的应用已经远远超出老人们的技

能范围。

技能生命周期的缩短也在加剧社会分

化。从前是技能的有无和多少在加剧家庭之

间的分化，有丰富的甚至特别的技能传递，

便可以保障家庭在地方社会地位的延续。

到工业社会，技能不再以家庭为载体进行传

递，个体技能在产业分工中的位置直接影响

个体和家庭的社会地位，技能与产业的关系

成为社会分化的主要驱动力量。社会分化在

优势产业与弱势产业的劳动群体及其家庭

展开，同时技能获得也成为产业分化的一部

分。再到数字社会，不仅技能从长到幼的传

递变得几乎不可能，在同一代人身上，技能

从年轻到年长的积累也变得可能性越来越

小，社会分化不仅在代际群体中展开，在代

际群体内部也在不断深化。

技能生命周期缩短对整个人类都是严

峻的挑战。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加速让人们

花很长时间习得的技能无法覆盖人一生的

生产和生活需要，即使不断学习，还是可能

会被抛下。代际数字鸿沟的本质正是技术

创新与应用的过快迭代带来的，它不是个人

带来的，而是社会带来的。

异步困境

笔者曾将技术迭代与社会发展之间速

度差异为整个社会带来的挑战归纳为技术

与社会的“异步困境”。原本社会按照自己

的惯性匀速发展，技术却按照自己的惯性

加速前进，技术创新与应用的速度远远大

于社会发展的速度，形成了社会发展和技

术发展的不同步，这便是代际数字鸿沟的

根源。更加复杂的是，不仅代际之间有技

能差距，同辈内部也有技能差距。代际数

字鸿沟的复杂性就体现在这里。

对老龄社会而言，异步困境带来的影

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老年群体的技

能积累失效速度加快，学习新技能的速度

跟不上技术创新与应用迭代的速度；另一

方面，技术创新与应用场景设定忽视了老

年群体的技能现状，甚至完全忽略对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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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覆盖。这种影响在代际之间不仅制

造了而且也进一步扩大了数字鸿沟。

用技术创新促进代际公平

解铃还需系铃人。数字时代的代际公

平，需要用技术创新和应用来实现。正如前

面说过的，数字公平的本质是机会公平。

代际数字公平是数字公平在代际之间的呈

现，实现代际数字公平有三个方面很重要，

要使数字技术适老，让大多数老年人可及、

可用、管用。

什么是可及？实现代际数字公平的第

一道鸿沟是接入性鸿沟或可及性鸿沟，如

设施和设备的可及性。现今，如果按总人口

算，在中国有近五亿人没有接入互联网。在

这一庞大的人群中，儿童，我们不希望他们

接入；老人，我们希望他们接入，但老年人

却有可能不具备可接入性。影响接入性公

平的因素有三大类。一是经济因素。无论是

个体性贫困还是社会性贫困，都会影响老

年人的接入。在中国，尽管脱贫攻坚解决了

社会性贫困，却依然有一部分个体性贫困

影响到接入性公平的实现。二是供给因素。

如果没有接入的基础设施供给，可及性难

以获得改善。中国将数字技术设施定义为

公共资源，做得比其他国家都好，比如偏远

地区架设的基站的普及率远高于世界任何

其他地区。除了提高地区性和社会性供给，

还可以运用技术创新和应用改善通用性和

专用性供给，实现更大的更好的可及性公

平。三是技能因素。在数字社会，技能通常

指向个体和群体运用数字技术的能力。无

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数字技能的提升依然

是需求方的数字素养改善和供给方的技术

创新与应用的普惠。

什么是可用？人们常常以为只要有了设

施就能解决代际数字公平问题。事实上，

可用性是一个更加值得重视、更突出的技

术创新和应用难题。在电视领域，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指标叫打开率。在数字社会，可

用性也可以用类似的指标进行评价，尤其

是对必要应用程序（App）的打开率。影响

可用性公平的同样是三个因素，即通过公

共政策供给和技术创新与应用来提升可用

性，进而缩小甚至弥合代际数字鸿沟。

什么是管用？如果说可及和可用是通

用性问题，那么“管用”除了与可及和可用

具有一致的通用性，还可以理解为专用性，

比如解决某个难点、堵点、痛点等。老年群

体遇到的具体问题是类型化的，比如便利

咨询、生活改善、健康呼叫、突发状况等。

这些“用处”涉及绝大多数老年群体，解决

这些数字需求，是解决老年群体的通用性

问题。一些手头相对宽裕的老年人愿意花

钱请人陪聊、陪散步、陪游，那是特殊需

求，是专用性。代际数字公平内涵着针对老

年群体中差异化群体的管用。管用，除了解

决通用的需求，还要有个性化服务，在个

性化中实现代际之间的数字公平。

代际数字公平是数字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坦率地说，如果没有代际数字公

平，子女们就只能整天围着老年人转，这样

的社会是不可持续的，也是灾难性的。为

此，要正视老龄化社会的特征，大力发展支

持老龄社会的、代际数字公平的技术创新

与应用，努力建设起一个代际公平、可持续

发展的美好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