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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老有所为”案例的智慧用老模式初探①

* 

汪长玉 1，3，左美云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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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很多问题。老有所为（productive aging）既有利于缓解我国人力

资源短缺问题，又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因而，本文从智慧用老的角度来思考“老有所为”的话题，试图从互

联网技术等智慧的角度寻找更好的用老模式。文章首先对常见的“老有所为”的案例进行总结，得到了老年人实现“老

有所为”的主要途径；其次，采用头脑风暴的方法，对支持老有所为的现有互联网技术应用进行总结和探讨，得到可

用的智慧用老模式； 后，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对今后智慧用老研究工作进行展望。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互联网技术，老有所为，智慧用老 

中图分类号 C931.6 

1 引言 

国家统计局 2021 年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截至 2020 年底我国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

达 2.64 亿，约占我国总人口的 18.7%，这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压力异常严峻。如何应对老龄化浪潮，

让 2.64 亿老年人不仅能够实现老有所养，而且能够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已迫在眉睫。2016 年中

央政治局就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和对策举行了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会，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积极看待老龄社会，积极看待老年人和老年生活，老年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阶段，是仍然可以有作为、

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①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六十六条指出，“国家和

社会应当重视、珍惜老年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和优良品德，发挥老年人的专长和作用，保障老年人

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②
③。在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过程中老年人可以应用

其掌握的资源来完成任务，也可以与社会互动、将资源转移给他人，开展老有所为活动，以为社会做

出一定的贡献。同时，通过从事工作、参加志愿者活动、照顾他人等“老有所为”活动参与社会，老

年人能够获得更高的幸福感[1，2]。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老年人老有所为活动的开展带来了很多机遇，如虚拟社区平台的出现使得老

年人可以足不出户向他人分享自己的知识和经验；通过知识共享经济平台（如知乎、在行）拥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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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长老人可共享有价值的知识；在线直播平台、虚拟现实技术也为老年人分享知识提供了更多渠道

和技术支持。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在包括养老等多个领域推进“互联网+”。“互联网+养老”

是智慧养老在现阶段的一种体现，是指利用信息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如互联网、社交网、物联网、

移动计算等），围绕老年人的生活起居、安全保障、医疗卫生、保健康复、娱乐休闲、学习分享等各方

面支持老年人的生活服务和管理，对涉老信息自动检测、预警甚至主动处理，实现这些技术与老年人

的友好、自主式、个性化智能交互，既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又利用好老年人的经验智慧，使智慧

科技和智慧老人相得益彰，目的是使老年人过得更幸福，过得更有尊严，过得更有价值[3]。智慧养老

包括智慧助老、智慧孝老和智慧用老三个部分，其中智慧助老主要是指用信息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帮

助老年人，而智慧用老是指利用好老年人的经验智慧，帮助老年人继续实现自我价值[3]。目前大家更

多关注智慧助老，较少关注智慧用老问题。因此，本研究认为需要从智慧用老的视角来思考如何利用

互联网技术为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为提供更多支持、探索更多的途径。 

2 理论基础 

2.1 信息技术与老年人相关的研究 

李克强在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

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①。在这种“互联网+”的大环境和趋势下，各类技术应用层出不穷，如网购

平台、饿了么、美团、小视频、直播、滴滴出行、共享单车、小猪短租等，这些互联网信息技术和应

用能为老年人的老有所为提供很多机遇。 

目前关于信息技术与老年人结合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老年人对技术的采纳和使用，如 IC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信息、通信和技术）使用态度[4]、养老服务平台采纳[5]及在

线社区参与[4，6]的影响因素、互联网使用行为模式及其影响因素[7，8]；技术对老年人的影响，如对帮

助他人[9]、家庭内的代际沟通[10]、跨代数字内容创造和教育活动[11]的支持，对老年人记忆恢复[12]和主

观幸福感[13]的影响；“互联网+养老服务”模式[14，15]、“互联网+老年教育”模式[16]等的探讨；适老化技

术开发[17]。从文献回顾来看，现有研究较多探讨互联网技术在养老服务、老年教育、社会交往等智慧

助老领域的应用，较少关注研究如何使用互联网技术帮助老年人开展老有所为活动。 

2.2 分析框架 

老有所为主要强调老年人自愿参与社会发展，为社会所做的力所能及的有益贡献；根据老年人承

担的角色不同，老年人的老有所为活动又可以分为家庭角色的活动和社会角色的活动。而本文提出的

智慧用老强调基于互联网技术等智慧手段，支持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开展具体的老有所为活动，利

用他们积累的各种资源为社会做出贡献；智慧用老重点关注如何促进老年人参与社会角色的活动。信

息系统领域的相关理论，如组织层面的 IT—业务融合[18]、个体层面的任务—技术匹配[19]等具有相通之处，

都是强调信息技术与组织业务/个体任务相匹配、应用（融合）和适应（创新）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

管理模式或工作方式或新技术等。本研究目的在于利用信息技术支持老年人开展老有所为活动，而不

同类型的老有所为活动具有不同特征，需要不同的信息技术与之匹配，而基于不同信息技术也可能创

—————————— 
① 政府工作报告（全文）[EB/OL].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5-03/16/content_2835101.htm，2015-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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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新型的老有所为模式。因此本研究认为可以采用技术任务匹配理论，从智慧用老的视角思考老有

所为，从而建立可能的智慧用老模式。后文将采用图 1 所示的分析框架，对可能的老有所为活动、可

用的互联网技术应用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案例探讨可行的信息技术—老有所为的匹配模式，

从而建立起可用的智慧用老模式。 

 

图 1 分析框架 

3 研究方法 

由于现有关于智慧用老模式的研究较少，且本文是为了回答有哪些老有所为途径及哪些可用智

慧用老模型的问题，因此采用能够回答“what”（是什么）问题的质性研究方法进行探索性发现更为

合适。 

为了回答有哪些老有所为途径的问题，本文主要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识别出老年人进行老有所为的

主要途径。全国离退休人才网（http://www.ltxjob.com）是由浙江一网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主办的网站，自

2005 年开始筹划酝酿，于 2009 年正式投入运营。网站系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老年人才信息中心指

定的承办单位，网站秉承“经验与智慧得以传承”的发展理念，积极践行国家各项老龄政策，成功打造了

专业为离退休人才奉献余热的服务平台，为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用、老有所学”的健康

老龄化、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贡献着力量。在其老有所为栏目（http://www.ltxjob.com/News/NClass/4）

下报道了 200 多个经典的老有所为案例，本文以这些案例为分析对象，对老有所为案例进行梳理，以归

纳出常见的老有所为途径。在此基础上，本文两位作者采用头脑风暴的方法，先各自针对总结出来的老

有所为途径，列出目前可用的互联网技术应用，并对这些应用进行分类；之后两位作者针对各自列出来

的应用和分类进行讨论，选取双方都认可的应用和分类，建立起可用的智慧模式。 

4 智慧用老模式 

4.1 老有所为的主要途径 

1991 年，邬沧萍和王高首次明确提出了“老有所为”的概念，即“老年人自愿参与社会发展，为

社会所做的力所能及的有益贡献”[20]。1992 年，熊必俊将“老有所为”的概念进一步深化，认为老有

所为是老年人在自愿和量力的前提下，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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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做出贡献[21]；并且指出，就我国来说，广义的老有所为既包括达到和超过退休年龄的继续在业、

离退休职工的返聘和再就业，也包括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和无偿的志愿服务。1996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提出“参与社会发展”一章，从内容上规定了“老有所为”的八

项具体活动：对青少年和儿童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教育；传授

文化和科技知识；提供咨询服务；依法参与科技开发和应用；依法从事经营和生产活动；参加志愿服

务、兴办社会公益事业；参与维护社会治安、协助调解民间纠纷；参加其他社会活动。杜鹏和王菲在

区分老有所为、社会参与、积极老龄化、生产性老化等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老有所为”应以老年人

为中心，是老年人在自愿和量力的前提下，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为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筹

发展，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参与有益于社会或个人发展的各项活动的权利[22]。 

本文综合以往的研究，基于投入（input）—活动（proceedings）—产出（output）的理论角度，将老

年人老有所为定义为：老年人投入时间、物质、技能或知识资源，通过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实现自

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过程。根据投入的资源和实现的价值不同，老年人开展老有所为的活动也不同。

首先，从老年人能够投入的资源来看，可以分为有形资源、无形资源、有形+无形资源。有形资源包

括他们拥有的房产、车子、资金等，无形资源包括他们拥有的一般技能、专业技能、专业知识。根

据资源应用的方式又可以细分为资源自用（即老年人亲自利用资源开展社会组织中的具体业务活动

或开展创新创业活动）、资源转用（即老年人将资源提供给他人，通过他人对资源进行利用创造更多

价值）。从利用资源的目的又分为有偿和无偿。基于该概念框架，本研究对全国离退休人才网上所列

的老有所为案例进行分析，对老有所为的主要途径进行总结，具体结果如表 1 所示。每种类型的老

有所为活动对老年人的身体条件、知识技能及有形资产的基本要求可能不同，在表 1 中我们对此也

进行了简单描述。 

表 1 老有所为的途径和要求 

应用方式 有形资源 无形资源 有形+无形资源 

资源 

自用 

有偿 

途径 商品交易 业务劳动（专业劳动、管理劳动等） 
创新活动（如科技创新、发明创造）； 

创业活动（如管理创业、技术创业） 

要求 
身体非常健康；较多销售技

能；较多物资 

身体非常健康；较多专业知识、生活经验；

较少物资 

身体非常健康；较多专业知识、生活经验；

一定物资 

无偿 

途径 社会公益（如环境保护） 
志愿活动（义诊、社区管理、交通治安等）；

创新活动（理论创新、文学创作等） 

自费公益；创新活动（如科技创新、发明创

造）；创业活动（如创办公益事业） 

要求 

身体非常健康；较少专业知

识和技能，一定生活经验；

较多物资 

身体非常健康；较多专业知识、生活经验；

较少物资 

身体非常健康；较多专业知识、生活经验；

一定物资 

资源 

转用 

有偿 

途径 资产租借 
教育活动（大学教育等）；专家咨询（技术

指导等） 
资金理财；知识传播（如出版图书） 

要求 
基本自理；资产管理；较多

物资 

身体较健康；较多专业知识、生活经验；较

少物资 

身体较健康；较多专业知识、资金管理能力、

生活经验；一定物资 

无偿 

途径 社会捐赠 
教育活动（支教、指导青少年、师徒制等）；

专家咨询（技术指导、法律援助等） 
公益基金；知识传播（如出版图书） 

要求 
基本自理；资产管理；较多

物资 

身体较健康；较多专业知识、生活经验；较

少物资 

身体较健康；较多专业知识、生活经验；一

定物资 

注：资源自用，指老年人亲自利用所拥有的资源、开展具体活动，创造资源之外的其他个人或社会价值；资源转用，指将老年人的资源

提供给其他人使用，以扩大资源的价值；要求，指的是对老年人的身体、无形和有形资源的 低的或者说基本要求 

4.1.1 资源自用 

资源自用主要指的是老年人亲自应用其拥有的有形或无形资源，执行或开展具体的、有益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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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个人发展的各项活动。 

1. 有形资源自用 

（1）有偿活动，指的是老年人亲自利用有形资源从事一些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经济利润。

老年人从事商品交易工作就属于有偿的有形资源利用活动，老年人可以将个人资产或创造物进行销售，

从事销售活动，以获得经济收益。我们经常见到的，老年人在路边贩卖一些小的工艺品就属于这类活

动。例如，全国离退休人才网报道的“河南 78 岁老校长街头卖瓜救孙女”“9 旬老人路边卖花 10 年”

都属于这类老有所为的活动。这类商品交易活动要求老年人身体条件较好，能够外出才能亲自开展具

体的商品交易业务，同时需要具有一定的销售技能才能完成商品交易获得收入，并且拥有较多的物资

作为商品销售活动的基础。 

（2）无偿活动，指的是老年人亲自利用有形资源从事一些具体的社会公益活动，通过社会公益活

动实现自己的老有所为、满足个人的精神需求。例如，“七旬老人植树 30 余年 绿化荒山 200 亩①”这

类保护环境的公益活动就属于无偿的有形资源利用活动。这类公益活动要求老年人身体条件较好，才

能亲自开展具体的公益活动，并且拥有较多的物资作为基础。 

2. 无形资源自用 

（1）有偿活动，指的是老年人利用无形资源（如专业技能、专业知识）从事一些具体的经济活动，

获得经济利润。主要的途径包括以下几种：一是专业劳动。例如，全国离退休人才网报道的“卢芝高

十八岁初中毕业后师从父辈从事古建筑嵌瓷壁画民间工艺，现年 71 岁的他仍坚持艺术创作”，“日本

82 岁老奶奶若宫正子 60 岁才拿起书本，自学写程式，成为世上 年长的 iPhone 应用程序开发者”，“南

京老中医 90 岁仍坐诊 每次门诊手写病历逾五千字”，等等都属于这类事件。二是管理劳动。例如，全

国离退休人才网报道的“退休后返聘社区书记 13 年，将‘脏乱差’社区变文明‘窗口’”，“乌鲁木齐

老人延迟退休 13 年”，等等都属于这类事件。不管是专业劳动还是管理劳动，都需要老年人具有较好

的身体条件才能够亲自从事具体工作，这些具体工作的开展还要求老年人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但对物资水平要求较低。 

（2）无偿活动，指的是老年人利用无形资源从事一些具体的、无偿的社会公益活动。主要包括以

下几种途径：一是志愿活动，主要指老年人利用无形资源从事一些具体的社会公益活动，获得精神需

求的满足。例如，义诊，事例包括“老医生看病不收钱 退休后闲不住实现免费医疗梦”；社区管理，

如“从轩辕殿社区主任岗位退休的谭文赞，退休后仍坚持回社区‘上班’，16 年里义务协助社区开展

工作”就是典型事例；交通治安，如“七旬‘反扒老爹’抓贼 35 年 随身带辣椒面制服疑犯”是这类

活动的代表。二是创新活动。文学创作，如“八旬患癌老人写 19 万字小说 称能活就继续写”；理论创

新，如“退休干部杨晓清从《数术记遗》中记载的‘九宫算：五行参数，犹如循环’等论述得到启发，

破解了一直没有被中外专家学者发现的九宫算法口诀，详解了‘九宫算’的运算方法，并用实例加

以运算，使已失传千年的九宫算法重现于世”等事件是该类途径的代表。不管是志愿活动还是创新活

动，都需要老年人具有较好的身体条件才能够亲自从事具体工作，部分志愿活动要求老年人具有一些

基本技能即可，大多数志愿活动和创新活动的开展要求老年人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对物资

水平要求较低。 

3. 有形和无形资源综合自用 

有些具体的老有所为活动需要老年人同时利用其拥有的有形和无形资源。老年人可以通过这种方

式获取经济利润，也可以进行纯公益行为。 

—————————— 
① 1 亩≈666.67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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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偿活动。主要有以下途径：创新活动，包括科技创新和发明创造。例如，全国离退休人才

网报道的“上海七旬老人研发逃生‘神梯’26 楼到 1 楼仅需 90 秒”，这个创新项目还获得了国家科学技

术委员会（现科学技术部）“科技成果证书”；陈清钰研究发明的电脑汉字输入法——夫子码和字库——

《夫子码外字集》于 2008 年获得国家专利；“天津退休老人研制自行车加速器”，该项目三年获得专利

证书。创业活动，包括管理创业，如全国离退休人才网报道的“老人张治德于 2013 年合伙投资 1 000

万元，创办了集生态观光、休闲度假的旅游景点为一体的重庆益山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技术创业，

如全国离退休人才网报道的“向大林：七旬院士重新创业追寻‘核电梦’”。不管是创新活动还是创业

活动，都需要老年人具有较好的身体条件才能够亲自从事具体工作，这些活动的开展要求老年人具有

较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同时也要求较高物资水平。 

（2）无偿活动。主要包括：自费公益，如全国离退休人才网报道的“六旬老人数年耗尽积蓄独自

将毛坯路修成石子路”属于这类途径。创新活动，指老年人自己投入有形和无形资源，进行科技创新、

发明创造等活动。例如，“北京市朝阳区退休电子工程师金九皋，经过反复试验、解剖元器件，终于研

制发明出一种节水器，取名‘久节’”。创业活动，如创办公益事业，“87 岁瑞典籍华人捐退休金建颐

养院 免费收养老人”“退休教师创办公益书屋 坚守公益整五年”“64 岁退休女工办红色杂志 专报道

抗战老兵事迹”就是这类创业活动的案例。不管是自费公益、创新活动还是创业活动，都需要老年人

具有较好的身体条件才能够亲自从事具体工作，这些活动的开展要求老年人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水平，对物资水平要求也较高。 

4.1.2 资源转用 

资源转用主要指的是老年人将其拥有的有形或无形资源提供给他人，由他人开展有益于社会或个

人发展的具体活动，老年人自身从中可能获得经济利益，也可能是纯公益行为。 

1. 有形资源转用 

（1）有偿活动。老年人可将其车子、房子、资金等有形资源租借出去，赚取额外利润。主要包括：

资产租借。例如，老年人将房子出租，换取租金。国家以房养老的政策也属于这种方式，以房养老是

依据拥有资源，利用住房寿命周期和老年住户生存余命的差异，对广大老年人拥有的巨大房产资源，

尤其是人们死亡后住房尚余存的价值，通过一定的金融或非金融机制以提前套现变现，实现价值上的

流动，为老年人在其余存生命期间，建立起一笔长期、持续、稳定乃至延续终生的现金流入。资源租

借等资源转用活动不需要老年人亲自参与具体工作，对老年人的身体条件要求相对较低一些，只要老

年人能够实现基本生活自理即可，同时要求老年人具有一定的资产管理能力，具有较多的有形资产。 

（2）无偿活动。老年人将其车子、房子、资金等有形资源捐赠出去，为社会做出贡献。主要包括：

社会捐赠。老年人将有形资源捐赠出去，开展公益活动。例如，全国离退休人才网报道的“天津九旬

夫妇省吃俭用 20 年攒 100 万元捐资助学款”“八旬‘零食爷爷’7 年不舍吃穿 为环卫工送食物”“退

休官员捐近 70 万元图书 仍穿 20 年前衣物”“老人捐献的民国老物件记录民国历史”都是这类活动的

代表案例。社会捐赠等资源转用活动不需要老年人亲自参与具体工作，只要老年人能够实现基本生活

自理就能完成社会捐赠，但要求老年人具有较多的有形资产。 

2. 无形资源转用 

无形资源转用主要指的是老年人将自己所拥有的无形资源有偿或无偿提供给他人使用的一类老有

所为活动。 

（1）有偿活动，指的是老年人通过提供无形资源（技能或知识）给其他人，获得经济利润。主要

包括：教育活动。例如，“八旬浙大退休教授退休后继续从事大学教育活动”；“三江返聘优秀教师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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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就是这类活动的事例。专家咨询。例如，“高校教师退休后继续担任督导员为年轻老师提供教学

提升指导服务”代表了这类活动。教育活动和专家咨询等无形资源转用活动不需要老年人亲自参与具

体工作，但要求老年人参与教育和咨询活动以达到知识分享的目的，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也具有一定

的要求，需要具有外出活动能力，同时还要求老年人具有较多专业知识，具有较少的有形资产。 

（2）无偿活动，指的是老年人将自己掌握的无形资源提供或传授给他人，通过从事一些具体的社

会公益活动，获得精神需求的满足。主要的途径包括以下几种：教育活动。支教，全国离退休人才网

报道的“夫妇齐上阵 退休后携手支教”就属于这类活动；指导青少年，“南京退休老教师洪志建计划

免费举办科技模型训练班，让中央门街道所有孩子都有机会学做科技模型”“退休老人朱虹，精心策划

寒暑假青少年活动中心讲革命故事、教唱革命传统歌曲、举办革命烈士故事会”等事件都是该种途径

的代表；师徒制，如“退休社区主任带领群众健身 ‘徒弟’已过万”“67 岁退休女教师自编教材免费

教苏州话”等老年人开展的社会教育活动可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专家咨询。技术指导，“退休教师刘

杰传授手工艺：让 120 名姐妹有事可做”“86 岁的卢自德老人一生痴迷养蜂，鹤峰的每一座山头都留

下过他寻找蜜源的脚印。成了养蜂专家后，卢自德又毫无保留，把技术无偿传授给村民”都是这类活

动的代表。这些无形资源转用活动虽不需要老年人亲自参与具体工作，但要求老年人具有较健康的身

体，能够外出进行支教、技术指导以将知识和技能转给他人使用，同时要求老年人具有较多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具有较少的有形资产。 

3. 有形和无形资源综合转用 

（1）有偿活动，指的是老年人利用无形资源、提供有形资源给其他人，获得经济利润。主要包括：

资金理财，老年人可以利用其掌握的理财知识，将自己所积累的基金存到银行或通过其他理财产品的

方式获得收入。知识传播，老年人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将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出版成书或其他形

式，通过出版物的传播适当获得一些经济收入。例如，“甘肃兰州退休教师王万宏《十体千字文》出版

发行”“台湾退休教师历时 30 年编台湾语言地图集”等事件是老年人通过将累积的知识显性化后进行

社会传播，获得个人经济和社会价值的重要活动方式。资金理财和知识传播等有形和无形资产的综合

转用活动也要求老年人具有较好的身体条件、能够外出活动，同时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

一定资产管理能力，也要拥有一定的有形资产。 

（2）无偿活动，指的是老年人将自己掌握的有形和无形资源提供给他人，从事一些具体的社会公

益活动，获得精神需求的满足。主要的途径包括以下几种：公益基金。老年人可以出资创办公益基金

会，并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对基金会进行运营管理，为社会做出贡献。知识传播。老年人可以利用

自己的资金将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出版成书或其他形式，通过出版物的形式免费传播。例如，“退

休老教师捐数十万字工作笔记作为遗产贡献给社会”“退休干部埋头 6 年编村史”“退休教授带癌 7 年

编汉法词典 收词 11 余万个”“退休教师编写‘国学雪糕竹简’40 卷”等事件都是该类途径的代表。

公益基金和知识传播等有形和无形资产的综合转用活动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要

能够开展图书撰写工作，同时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一定资产管理能力，也要拥有一定的

有形资产。 

4.2 智慧用老的可用模式 

针对表 1 中老有所为的主要方式，可以对现有互联网技术应用进行分类，以识别可用于支持上述

老有所为的互联网技术应用。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老年人开展老有所为的途径和渠道能够得到极大

的丰富，他们不仅可以在互联网技术的帮助下更好地通过线下在本地实现上述形式的老有所为，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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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全通过线上渠道实现异地的老有所为活动。因此，我们又可根据老有所为活动的具体实现场所是

线下还是线上对智慧用老模式进行分类。此外，不同类型的智慧用老模式对老年人的要求不同，我们

对此也进行了初步讨论。 后得到了如表 2 所示的智慧用老可用模式。 

表 2 智慧用老的可用模式及要求 

利用方式 有形资源 无形资源 有形+无形资源 

资源 

自用 

线下 

模式 
线下交易：团购平台（美团团购）；

外卖平台（饿了么、美团外卖） 

线下劳动：人才匹配（Craigslist、智联

招聘、全国离退休人才网 等）；体力劳动

共享（饿了么、美团等）；开车技能共享

（Uber、滴滴）；志愿者服务（中国志愿

服务网） 

线下双创：创业平台（腾讯开放平台、

Workingdom 等） 

要求 
身体非常健康；销售技能、一定计

算机能力；较多资产 

身体非常健康；较多专业知识、一定计

算机能力；较少资产 

身体非常健康；较多专业知识、一定

计算机能力；一定资产 

线上 

模式 
线上交易：商品交易网（亚马逊、

淘宝等） 

线上劳动：众包平台（Amazon MTurk、

猪八戒网站等） 

线上双创：众创平台（洛客等）；网络

小说平台（晋江文学城等） 

要求 
基本自理；销售技能、较高计算机

能力；较多资产 

基本自理；较多专业知识、较高计算机

能力；较少资产 

基本自理；较多专业知识、较高计算

机能力；较少资产 

资源 

转用 

线下 

模式 

线下房屋租借：房屋短租（airbnb、

小猪短租）；房屋长租（我爱我家、

链家等） 

线下分享：O2O1）平台（在行等）；社交

平台（微信、微博等，老友帮 等） 

 

要求 
基本自理；资产管理、一定计算机

能力；较多物资 

基本自理；较多专业知识、一定计算机

能力；较少资产 

线上 

模式 

线上资金管理：在线理财（余额宝、

有利网、各大银行 App 等）；在线众

筹（京东众筹等）；乐捐平台（腾讯

公益乐捐平台等） 

线上分享：共享经济平台（值乎等）；

MOOC 平台（中国慕课，老年云课堂 等）；

小视频 App（抖音等）；直播平台（斗鱼

等）；社交平台（各类社交网，老友帮 等）

要求 
基本自理；资金管理、风险管理、

较高计算机能力；较多资金 

基本自理；较多专业知识、生活经验、

较高计算机能力；较少物资 

1）O2O（online to offline，离线商务模式） 

注：斜体字内容表示面向老年人的信息技术应用 

4.2.1 智慧用老的资源自用模式 

1. 有形资源自用 

如表 2 所示，针对有形资源的应用，目前可用的智慧用老模式如下。 

线下交易，即将个人资产或创造物通过面对面方式进行销售，通过线上渠道进行推广。例如，餐

饮、服装等的销售可以通过美团等团购平台进行打折推广，吸引用户到线下店铺购买。这种模式为产

品销售提供了更广泛的推广渠道，但仍需要老年人亲自参与到交易活动中，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物

资水平的要求都比较高，同时还提高了对老年人计算机能力的要求。为了适应这种模式，老年人需要

学习使用手机、电脑等设备接入网络，还要学习团购平台的功能应用。这种模式为老年人带来机会的

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线上交易，即将个人资产或创造物在电子商务或拍卖网站上进行销售的模式。这种模式不需要进

行线下活动，所有交易活动都可通过网络渠道进行。例如，通过亚马逊、eBay、淘宝、京东等交易网

站进行商品销售。这种模式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要求较低，老年人能够基本生活自理即可，但对物资

水平的要求比较高。同时对老年人的计算机能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要求老年人能够熟练使用互联

网等各种技术手段，熟悉网上销售技巧。为了适应这种模式，老年人不仅需要学习使用手机、iPad、

电脑等设备接入互联网，还需要学习网络销售和网络推广的方式与技巧。这种模式为老年人带来机会

的同时，也带来了高度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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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形资源自用 

针对无形资源的应用，目前可用的智慧用老模式如下。 

线下劳动，即通过线上渠道寻找工作，现场使用技能和知识执行具体任务。例如，通过 Craigslist、

智联招聘、58 同城等人才匹配网站，查看招聘启事，寻找与自己相匹配的工作，线下开展工作；通过

饿了么、美团等平台参与线下送外卖的工作；通过加入 Uber、滴滴，继续发挥开车技能；通过本地社

区网站、中国志愿服务网、上海时间银行登记志愿者服务信息，线下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这种模式

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要求较高，但对物资水平的要求比较低。这种模式在给老年人带来工作机会的同

时也带来了一定挑战。例如，对老年人的计算机能力要求较高，老年人不仅需要学习使用手机、iPad、

电脑等设备接入网络，还要学习网络招聘、工作发布平台的使用。 

线上劳动，即通过在线平台寻找并开展微任务。例如，通过 Amazon MTurk、Upwork、猪八戒网

站等众包平台，很多公司会发包一些任务，对任务感兴趣及具有相关技能的人可以通过平台接受任务、

在线完成任务。这种模式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要求相对较低，能够基本生活自理即可，对物资水平的

要求也比较低。但这种模式在给老年人带来工作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较大挑战。例如，对老年人的计

算机能力要求非常高，老年人需要会使用手机、平板电脑、台式电脑等设备接入网络；需要学习使用

各种类型的众包平台，能够在线搜寻任务并在线完成工作任务。 

3. 有形+无形资源自用 

针对有形和无形资源的共同应用，目前可用的智慧用老模式如下。 

线下双创，即线上获得创业资源，线下开展创新创业活动。例如，通过腾讯开放平台、Workingdom

等创业平台，创业者可以获得很多的创业资源，如众创空间办公室、各种服务办理；通过线上渠道获

取这些资源，线下开展具体活动。这种模式给老年人的创新创业活动带来了更多的资源获取和双创活

动实现渠道，但也带来了许多挑战。这种模式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要求较高，对物资水平的要求也较

高。要求老年人具有一定计算机能力，会使用手机、iPad、电脑等设备接入网络，还要学习创业平台

的相关功能操作。 

线上双创，即在线开展创新创业活动。例如，通过洛客等众创平台进行产品设计，在线参与创新

创业活动；通过晋江文学城等网络小说平台进行在线文学创作。这种方式为老年人创新创业活动带来

了更多渠道和机会，降低了对老年人身体健康程度的要求，只要求他们能够具有创新意识、基本活动

能力，不需要他们外出到实际工作场所进行工作。同时这种模式也对老年人的计算机能力提出更高要

求，要求他们能够熟悉互联网环境，能够熟悉使用各种计算机设备，能够通过各种平台进行在线创新

创业活动。 

4.2.2 智慧用老的资源转用模式 

1. 有形资源转用 

针对有形资源的转用，目前可用的智慧用老模式如下。 

线下租借和捐助，即通过线上发布资产（车子、房子等）租借或捐助信息，线下执行租借或捐助

活动。例如，通过 airbnb、小猪等平台进行房屋的短期出租信息宣传，线下出租房屋；通过链家、我

爱我家等进行长租信息宣传，线下出租房屋。这种模式为老年人房屋出租提供了更多宣传渠道，带来

了更多用户；要求老年人能够基本生活自理，管理房屋，拥有房屋资产即可。但同时要求老年人能够

提高基本的计算机技术能力，能够通过各种计算机设备接入互联网，在出租平台上发布出租信息，同

时还能够应对房屋租借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纠纷。 

线上资金管理，即通过在线工具租借资金，获得资金收入；或通过在线渠道进行社会捐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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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支付宝、各大银行 App、有利网等方式进行在线理财；通过京东众筹、淘宝众筹等在线众筹平台

向有需要的人进行捐助；通过腾讯公益乐捐平台、蚂蚁金服公益平台等乐捐平台进行社会捐助。这种

模式为老年人进行资金管理、社会捐助提供了更多机会和渠道，降低了对老年人健康程度的要求，只

要拥有一定资金即可。但对老年人的风险管理能力、信息技术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老年人能够

熟悉计算机技术，能够通过各种计算机设备接入互联网，会使用各种理财工具、众筹平台和捐助平台，

同时还要能够熟悉互联网环境下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具有风险预防和应对能力。 

2. 无形资源转用 

针对无形资源的转用，目前可用的智慧用老模式如下。 

线下分享，即通过线上渠道互动，之后再通过线下面对面方式传授知识和技能。例如，通过“在

行”等 O2O 类知识共享平台进行在线交流互动，学员预约专家，然后线下进行更加详细的知识和技能

分享；通过微信、QQ、微博、老友帮等社交平台进行线上互动，然后通过面对面的方式进行线下分享。

这种模式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社会互动的渠道，为其知识的分享和技能的传授提供更多机会。当然

由于需要线下活动，其对老年人的健康程度有一定的要求，要具有外出活动的能力，但资金需求较低。

这种模式在给老年人社会参与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如需要他们能够熟悉计算机技

术，能够通过各种计算机设备接入互联网，会使用各种知识分享经济平台、社交平台，同时还要能够

熟悉互联网环境下可能面临的各种隐私风险。 

线上分享，即通过线上渠道互动、线上渠道分享知识技能。例如，通过知乎等共享经济平台进行

知识分享；通过中国慕课、老年云课堂等 MOOC 平台进行课程讲授；通过抖音等小视频 App、斗鱼等

直播平台进行生活小技能的分享。这些在线渠道为老年人分享知识和技能、参与社会、实现老有所为

提供了多种可能和机遇，老年人可以足不出户就能与全世界分享自己的经验。但对老年人的计算机技

能要求非常高，不仅要求老年人能够接入网络，还要能够利用平台与各种人群互动，获得关注，从而

向更大范围人群、更有效地传播知识和技能。 

总的来说，目前可用于智慧用老的一般应用较多，也有较多身体健康、具有活力的老年人通过信

息技术应用、在线平台参与社会，开展老有所为活动。然而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智慧用老应用较少。在

这些少数的智慧用老应用中，也多以老年人社交网站为主。 

5 总结与展望 

为了实现老年人“老有所为”的目标，利用好老年人的优势、规避老年人的劣势，应该有效利用

现有的信息技术手段，为“老有所为”的各种途径提供支持，达到“智慧用老”的目的。本文根据技

术任务匹配理论，对现有的不同类型老有所为活动模式—信息技术的匹配模式进行分析，得到了如表 2

所示的智慧用老可用模式，并对不同模式给老年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本文研究发

现，可用于智慧用老的一般应用较多，但这些应用缺少适老化设计；而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技术应用也

较少。本文研究仅为智慧用老工作的开展踏出第一步，为了支持老年人的老有所为活动，后续研究还

需从以下方面对智慧用老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1）在研究内容方面，后续研究不仅需要探讨现有的智慧用老模式，还需要基于技术任务匹配理

论，对不同类型老年人能够开展的不同类型老有所为的特征进行深入分析，以对现有智慧用老模式进

行适应性调整，并创造出更多新型的智慧用老模式。 

（2）在研究方法方面，后续研究需要结合定性和定量、线上和线下方法，对智慧用老的模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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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入的研究。例如，通过访谈的形式了解不同老年人使用不同技术开展不同老有所为活动时的体会、

遇到的困难、希望得到的支持，以获得老年人特征—信息技术—老有所为活动匹配模型，并通过大样本

调查的方式验证和优化该模型。 

（3）在平台建设方面，对于应用开发商而言，需要针对老年人的老有所为需求、不同类型老年人

的特征，为不同人群开发更多样化的适老化应用，为老年人的老有所为活动提供更多的渠道和途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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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atterns of Smart Utilization of Seniors based on Cases of Productive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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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ing population brings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of China. Productive aging not 

only helps deal with the shortage of human resources，and also enhance wellbeing of seniors. This article tries to rethink the 

issue of productive aging，and to seek better methods to use elderly human r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et 

technology. Firstly，this paper analyzed cases of productive aging，and concluded main methods which can be used to achieve 

productive aging. Then，using the brainstorming method，this paper proposed the available Internet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which can be used to support productive aging，and concluded available patterns of smart utilization of seniors. Lastly，future 

works in the field of smart utilization of seniors we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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