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手机野复杂冶的功能和五花八门
的 APP 软件 , 让现在很多老年人无所适
从遥 特别是疫情暴发期间,健康码尧移动支
付尧网上挂号等技术应用更是成为每个人
的野家常便饭冶,这些数字化应用给年轻人
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 却给很多老年人造
成无可奈何的困扰遥

面对无处不在的数字化应用 , 如何帮
助老年人群体跨越野数字鸿沟冶,成为最迫
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遥

为了同时从供给与需求两端 , 全面了
解老年消费者使用 APP 的现状和认知状
态 ,中消协此次问卷调查 ,聚焦社交通讯尧
餐饮购物尧 导航出行等 10 个与老年消费
者 (60 岁以上 )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 ,从主
流应用商店选取了 104 款下载量大尧老年
用户较多且受众年轻化倾向不明显的

APP 产品进行测评,得出以下结论:
仅有 76%的 APP 产品符合适老化改

造的基本要求 , 其中 79 款 App 达标率在
75%及以上 ,20 款 APP 达标率在 60%至
75%之间遥 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叶关
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
施方案的通知曳, 明确提出推进移动互联
网应用 (APP)适老化改造遥 重点推动与老
年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务服务尧社区
服务尧新闻媒体尧社交通讯尧生活购物等互
联网网站尧 移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遥
然而中消协的测评结果显示 , 仍然有 24%
的 APP 产品没有达到适老化改造的基本
要求遥

APP 在可操作性方面适老化程度较
高 ,达标率整体达到 92.6%;但是在便于老
年人理解方面却有很大提升空间 ,平均达
标率仅为 66.6%遥 中消协建议一些 APP 产
品设计 ,应该更贴合老年人在听觉尧视觉尧
触觉以及思维尧 认知方面的身心特点 ,在
兼容性方面重点提升改进遥

老年消费者对 APP 的安全性隐私性
保护期待仍然较高, 广告插件及诱导操作
现象尚未完全杜绝 ,适老化公益性与企业
盈利的矛盾仍未化解遥

APP 适老化成果宣传及推广力度可
进一步加强 ,部分 APP 仍存在内嵌界面不
方便检索尧适老版本信息不够突出 ,以及
适老版本 APP 知晓度和实际使用率不高
等情况遥被调查的四成 APP 产品适老化停
留在野点状冶推进阶段遥 40.3%的 APP 产品
既无老年人专用版本 , 也无内嵌适老界
面遥

老年消费者对医疗健康类尧养老资讯
类 APP 的期待最高遥老年消费者能够接纳
新鲜事物,并不排斥手机网络等新鲜事物,
为此近半数被调查者明确表示需要老年
人专用 APP遥 同时 ,使用智能手机时 ,字体
小尧广告多尧弹窗不易关闭等问题也非常
困扰老年消费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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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功能野复杂冶 APP软件五花八门

中消协调查:老年人手机账户稀里糊涂被扣钱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 智能手机尧
移动网络等已经渗透进每个人的生活点滴遥 老

龄化社会程度不断加深, 中老年群体如何能用尧
易用各种 APP, 也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

题,同时也给政府监管部门带来各种管理难题和

挑战遥
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叶适老化 APP消

费监督评测项目研究报告曳(以下简称报告)遥 报

告显示,虽然 76.2%的被调查对象对 APP适老化

的现状整体持满意态度,但是字体小尧广告多尧弹
窗不易关闭等问题,常常困扰这些野银发网民冶的

手机使用舒适体验感;同时近半数被调查的老年

消费者迫切需要国家和社会开发出更多的老年

人专用的 APP产品遥

加快 APP适老化进程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 叶2021年度国家
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曳,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占
总人口的 18.9%,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4.2%遥 另据叶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曳, 截至 2021 年 12 月 , 我国网民规模达
10.32亿, 其中 60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模达
1.19亿遥但由于身体尧心理等方面的变化,不少
老年人不会上网尧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在出行尧
就医尧消费等日常生活中遇到种种不便,无法
充分享受智能化服务带来的生活便利遥

APP适老化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
要举措遥 叶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
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曳 明确提出推动金融机
构尧非银行支付机构尧网络购物平台等优化用
户注册尧银行卡绑定和支付流程,打造大字版尧
语音版尧民族语言版尧简洁版等适老手机银行
APP,提升手机银行产品的易用性和安全性,便
利老年人进行网上购物尧订餐尧家政尧生活缴
费等日常消费遥 平台企业要提供技术措施,保
障老年人网上支付安全遥 推动手机等智能终
端产品适老化改造,使其具备大屏幕尧大字体尧
大音量尧大电池容量尧操作简单等更多方便老
年人使用的特点遥

工信部于 2021年 1月起实行野互联网应
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冶, 首批推动
对 8大类 115家网站尧6大类 43个 APP进行
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遥 据了解,目前已累计有
648家网站和 APP通过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
和测评遥

中消协提出,要营造野想上网尧能上网尧会
上网尧敢上网冶的氛围,以需求为导向加快重点
领域 APP适老化进程遥

中消协此次调查发现,从供给端看,社交
通讯尧时事新闻尧实用工具类 APP 对老年消
费者的触达程度较高 ;而从需求端看 ,老年
消费者更加期待适合该群体使用的医疗健
康尧养老资讯尧生活缴费尧社区服务等领域
的 APP遥

为此,中消协建议以需求为导向加快重点
行业 APP适老化进程遥比如医疗健康方面,通
过简化操作流程尧加强操作引导等手段,方便
老年消费者网上挂号尧问诊尧健康管理遥 养老
资讯方面,通过简化界面尧剔除无关信息等方
式,增强信息推送的精准性遥 生活缴费方面,通
过野一键操作冶尧语音辅助等方式,帮助老年消
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办理日常缴费业务遥 社区
服务方面, 在联通社区养老服务资源的前提
下,通过野一键呼叫冶尧紧急呼叫等方式,为老年
消费者提供及时的社区养老服务遥

渊据叶法治日报曳万静冤

功能复杂无所适从

中消协报告指出 ,APP 广告插件及诱
导操作现象尚未杜绝袁 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 ,金融理财尧社交通讯尧影音娱乐尧实用
工具类等 APP, 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诱导下
载或诱导付款等情况遥 这给老年消费者使
用手机 APP 时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遥

2021 年 4 月袁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叶互联网网站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曳提出 ,
提供适老化服务的网页或独立的适老化
网站,网页中严禁出现广告内容及插件 ,也
不能随机出现广告或临时性的广告弹窗遥
提供适老化服务的网页或独立的适老化
网站中不能有诱导下载尧诱导付款等诱导
式按键遥

然而中消协的测评结果显示 , 在所调
查的 APP 产品中 ,81.7%的 APP 在禁止广
告插件方面符合适老化要求 , 仍有近 20%
的 APP 产品不符合工信部要求 ;92.3%的
APP 无诱导下载或诱导付款情况 , 仍有近
10%的 APP 存在有诱导下载或诱导付款
的现象遥 为了应付规定 ,部分 APP 产品的
诱导信息或诱导操作以更加隐蔽的方式
出现在其首页尧 二级界面或搜索结果里 ,
从而增加老年消费者误操作风险遥

不要小看这些广告插件或各类诱导

下载按键 ,它们利用野银发网友冶欠缺网络
安全知识的劣势, 让他们在使用手机 APP
过程中深陷各种网络套路, 从而遭受精神
和财产的重大损失遥

野老人在不明白的情况下被误导手机
投保冶等成为常见的投诉标题遥 某网络保
险平台在出行 APP尧购物弹窗等渠道投放
了很多保险广告 , 用 野领红包冶野首月仅 1
元冶等噱头吸引众多用户点击遥 很多不明
就里的老年人无意间点开后就会自动办
理一份保险, 接下来每个月自动扣费并且
没有短信通知遥 不少老年人手机账户稀里
糊涂地被扣掉很多钱遥

一些老年人常常点击写有 野内存不
足冶野病毒威胁冶等信息的弹窗 ,然后手机
就被莫名其妙地安装了好几个手机管家尧
清理大师等各类 APP遥

下载注册野情感陪聊冶主题的 APP 是
某些不良商家诱导老年消费者付费充值
的主要模式遥 这些老年消费者需要不断充
值现金或购买野鲜花礼物冶野金币冶才能享
受野无限畅聊冶功能遥这种骗人的把戏给很
多老年人带来了不小的精神困扰遥

2021 年 9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
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 ,

17.25%的被访老年人有在网络中受骗的
经历 ; 其中 , 超四成老年人曾因保健品被
骗 ,近四成老年人因免费领红包被骗遥

很多成年子女为避免家里老年人上
当受骗, 干脆就取消或不开通手机付费功
能 , 或者不绑定银行卡遥 然而这样又严重
影响了老年人使用手机的生活便捷功能遥

对此, 中消协提出要强化 App 个人隐
私及财务信息的风险监管遥

针对老年消费者群体风险识别挑战
因素多等问题 ,中消协建议以个人信息保
护和财务信息风险监管为核心 ,提升 App
的安全性遥 APP 开发者和 APP 下载平台
应当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 ,积极配
合国家实施网络可信身份战略 ,建立健全
信息内容安全管理尧 数据安全和个人信
息保护尧老年人权益保护等管理制度遥 加
强 APP 安装和使用全过程的安全监管 ,
APP 适老界面或适老版本应禁止广告弹
窗及诱导点击尧 诱导支付情况出现 ,APP
通用界面和通用版本的广告弹窗应易于
关闭 ,支付环节和个人信息获取环节应加
强告知与风险提示 ,并提供撤回操作的自
助或人工服务 , 防止老年人落入消费陷
阱遥

广告弹窗诱导付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