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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

◼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我国全面进入信息化、智能化时代，智能手机占比高达99%，购物、出行、社交、娱

乐、就医等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可以在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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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来，智能手机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95%以上，最

高达99%，为老百姓使用信息技术提供了终端条件。

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及占比

智能手机占比高 信息技术应用于社会生活各方面

老百姓通过智能手机终端便可享受丰富便利的网络服

务，覆盖衣、食、住、行、娱乐、购物、社交、工作

等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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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通信：9.81亿 网络新闻：7.43亿

网络购物：7.82亿 网络支付：8.54亿

网络视频：9.27亿 在线政务服务：8.43亿

我国互联网应用用户规模

*《第47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难以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

◼ 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群体由于身体机能缺陷或退化、信息技能水平不高、互联网应用适配不足等问题，在信

息社会中逐渐处于弱势地位，难以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便利，面临新型数字鸿沟问题。

60岁以上老年人

2.64亿

视障者

1300万

听障者

2000万

读写障碍

人士

7000万

• 我国非网民规模为4.16亿，他们在出行

、消费、就医、办事等日常生活中遇到

不便，无法充分享受智能化服务带来的

便利。其中，使用技能缺乏和文化程度

限制是他们不上网的主要原因

• 我国使用手机的老年人约2.74亿户，其

中有近1.4亿中老年人使用功能机或者使

用智能手机但不上网，在网络上呈现“

沉默”状态，占比高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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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网民不上网原因

• 我国受“数字鸿沟”问题影响的弱势

群体为2.7亿，占全国人数的20%

左右，群体规模庞大

非网民不上网带来的生活不便



疫情等突发事件之下新型数字鸿沟问题更加凸显

易感、高危人群

了解疫情及防控信息受限

缺少购置防疫用品的渠道

线上购买生活必需品壁垒较高

难以通过线上方式求医购药

难！

不能扫健康码，进小区、乘车受阻

◼ 信息技术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也让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面临的新型数字鸿沟问题

更加凸显出来。

• 信息技术应用于疫情态势分析，疫

情传播轨迹追踪，舆论引导和管控

，助力复工复产，促进供需对接

• 老百姓在封闭期间也能在线上便利

的购买生活物资、防疫用品、消费

娱乐等

信息技术在防疫抗疫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VS
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线上壁垒高，出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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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了我国信息无障碍建设的定义、主要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

措施

• 信息无障碍定义包含两个层面： 一是消除数字鸿沟，实现“信息

平等”，让无论是残疾人、老年人还是健全人都能在正常情况下

方便地获取信息和使用信息； 二是“信息技术”赋能，利用信息

化的手段弥补、解决社会群体尤其是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在生

活中遇到的各种障碍问题。

• 针对老年人、残疾人、低教育水平等人群，重点解决信息消费资

费、终端、互联网应用三方面的障碍。

《关于推进信息无障碍的指导意见》

（2020年9月发布实施）

政策文件（1/4）



• 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切实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

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

• 第七项重点任务“便利老年人使用智能化产品和服务应用”，第17条：

推进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组织开展互联网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改

造专项行动，重点推动与老年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务服务、社区服

务、新闻媒体、社交通讯、生活购物、金融服务等互联网网站、移动互

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使其更便于老年人获取信息和服务。鼓励企业提

供相关应用的“关怀模式”、“长辈模式”，将无障碍改造纳入日常更

新维护

政策文件（2/4）

《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

（2020年11月发布实施）



• 公布首批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网站、APP名单，涵盖新闻资讯、社交通

讯、生活购物、金融服务、旅游出行、医疗健康等领域。

• 专项行动期间将持续对互联网网站及APP无障碍水平进行测评，对符合

要求的互联网网站、手机App，授予其信息无障碍标识，对表现突出的

企业，在“企业信用评价”中进行加分，广泛调动各企业参与信息无障

碍建设的积极性。

政策文件（3/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

《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2020年12月发布）



• 通知明确了《互联网网站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和《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

• 明确了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水平评测体系，由用户满意度评价、

技术评价和自我评价三部分构成。

• 指出相关互联网网站、APP在今年9月30日前参照上述文件完成适老化

及无障碍改造后，可分别向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申请

评测。

政策文件（4/4）

《关于进一步抓好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

动实施工作的通知》

（2021年4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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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制定的依据及考虑

• 为什么要制定专门的适老化规范？

• 目前没有专门针对适老化的国际和国家标准；企业诉求，希望单独把与适老化

相关的条目做成规范

• 残疾人和老年人面临的信息障碍有所不同

• 规范制定的参考依据

• Web Content Accessibility Guidelines (WCAG) 2.1

• GB/T 37668-2019 信息技术互联网内容无障碍可访问性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

• iOS 无障碍开发指南、Android 无障碍开发指南

• 通用设计 or 专门的适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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