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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
执行官马化腾在全国两会时披露，微信和
wechat 合并月活跃用户数已突破 10 亿。
《中老年互联网生活研究报告》显示，在中
老年人的互联网世界，微信已成为最主流
的通信工具。

数据显示，中老年人不仅将微信作为

即时通信工具，还将其视作表达情感和维
系社交的互动平台，如81.8%的人会在微信
里发表情和图片，68.9%的人会发小视频，
81.6%的人会在朋友圈与他人互动。在中
老年人最常参与的旅游、运动健身和广场
舞活动中，微信超过了电话和面对面沟通，
成为最常用的联络方式。

“新技术正在快速更迭，不断催生着新
的内容、新的连接和新的生活方式。”腾讯
集团副总裁程武向记者点评道，互联网和
数字技术是现代社会传达和承载情感的工
具，中老年人在退休后失去了“单位”这个
主要的社交空间，互联网为他们打开了一
个新的世界。他还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客

观条件的差距带来了互联网参与度的不
同，如何拉平网络社会里的距离，让连接带
来的幸福有更多保障，是企业和社会应该
持续努力去思考和推进的。腾讯社会研究
中心与社科院社会学所就此牵头，呼吁社
会、企业、家庭共同努力，建设“老年人友好
型网络社会”。 （殷呈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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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平时领红包时点一下
就行了，今天这个红包要输入银行卡
和密码才能领？”上周末，当电话那头
传来老母亲并不流畅的声音时，女儿
刘文的心里一紧，赶紧大声告诉妈
妈：“那是诈骗红包，所有红包的领取
都不需要输入密码！”

有多少老年人曾陷入诈骗红包
的陷阱？除了使用社交工具，大多数
中老年人喜欢通过网络做什么？他
们经常浏览的文章又反映出哪些情
感需求？昨日上午，中国社科院国情
调查与大数据研究中心联合腾讯社
会研究中心，共同发布了《中老年互
联网生活研究报告》，报告通过焦点
小组访谈、线下调查和大数据分析的
方法，揭示了中老年人在互联网浪潮
下的生活百态。

基于大数据和焦点小组调研数据，研
究报告显示，中国中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
呈现出一些显著的特征。

第一，中老年人的互联网应用集中于
沟通交流和信息获取方面。调查的微信中
老年用户中，75.8%会上网看新闻资讯，超
半数（56.6%）可以自己搜索想要获取的资
讯，还有一些中老年人（45.9%）会关注浏览
微信公众号文章。超八成的中老年人会在
微信中发表情包、在朋友圈点赞、接收或分
发红包，近七成会拍摄和转发小视频，25%
的中老年人会制作手机相册，20%的人会

制作微信表情包。
数据显示，一些年轻人热衷的网络便

捷功能渐渐融入到中老年人生活当中，使
用手机支付（51.5%）、手机导航（33.1%）和
打车服务（25.8%）的中老年人也开始占有
一定比例。

第二，中老年人上网时的情感和沟通
需求更加突出。数据显示，中老年人浏览
网络内容排名最靠前的是与慰藉心灵、调
节情绪有关的心灵鸡汤和幽默段子，分别
有76.5%和72%的中老年用户浏览了这些
主题。

第三，中老年人的信息甄别能力需要
加强。课题组对互联网诈骗进行了调研，
数据显示中老年人受骗信息类型排名前三
位的是免费领红包（60.3%）、赠送手机流量
（52.3%）和优惠打折团购商品（48.6%）。

报告显示，中老年人与人交流的信息
通信能力较强，具有一定的网络安全意识，
但是交易能力和信息创造能力偏低，信息
甄别能力也较弱。中老年人的网络安全素
养与其社会经济地位显著相关，收入越高、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中老年人，其网络安全
素养水平也较强。

第四，认同越高，自信越足，网络行动
能力越强。报告中说，老年人的互联网生
活表征和机制更加复杂，这与老年人的生
理特征、生命周期特征、社会经济地位有
关，也和老年人对互联网的态度、认知、理
解有关。

调研显示，54.4%的中老年人对互联网
持有开放的认知和态度，而对互联网和智
能手机越认同、对自己能力越自信的中老
年人，掌握的手机功能也越多、行动能力也
越强，从而受骗的可能性更低，网络安全素
养更高。

中老年人的网络画像：情感沟通需求突出

报告显示，一些听上去更受年轻人依
赖的网络服务，也渐渐融入到了中老年人
的生活当中。比如，在受调查的50岁以上
人群中，使用手机支付、手机导航和打车服
务功能的人群占比依次为51.5%、33.1%和

25.8%。
随着手机支付功能在中老年人生活中

的普及，新的诈骗问题也频繁产生。如同
刘文母亲那样，许多老年人在看到手机弹
出输入支付密码的要求时，分不清楚这是

陷阱还是正常流程。
课题组专门对互联网诈骗进行了调

研。数据显示，中老年人受骗信息类型排
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免费领红包、赠送手机
流量和优惠打折团购商品；被这些陷阱

“坑”过的人群比例依次为60.3%、52.3%和
48.6%。为此，报告提出了一个重要警示：
中老年人虽然具有一定的网络安全意识，
但交易能力和信息创造能力偏低，信息甄
别能力急需加强。

“免费领红包”成网络最大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