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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與目的 

根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人口司於 2015 年之統計(United Nations, 2015)，中國有 2.09 億

60歲以上的人口，堪稱全球「老人第一多」。聯合國 2012年《世界人口展望》(United Nations, 2012)

資料顯示，中國因計畫生育政策使生育率下降，將會導致未來撫養比直線上升，增加社會養老負擔、

勞動人口老化。為了因應快速高齡化，中國官方於 2015年 10月 29 日正式宣布「二胎化政策」（新

華網，2015），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並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希望能

藉此改善人口結構。顯然，人口高齡化是中國 21世紀上半葉所面臨最為嚴峻的挑戰之一。依據 2015

年底中國網路使用者之統計資料，60 歲及以上高齡者，相較於其他年齡層，是使用網路數量增加

最多的群體，且比起 2014年增加了 1.5%，即增加了約 2000萬人（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16）。

近幾年來，特別為高齡者設置或與高齡者相關之網站紛紛出現，顯示網路傳播已經逐漸踏入中國高

齡者的世界，對高齡者的影響也日益顯著，因此學術界也有許多文獻探討相關之議題，包括高齡網

站之需求、創新、應用以及高齡者之上網行為、使用障礙等（韋大偉，2012；張笛，2013），也有

針對高齡網站之色彩、排版、文字等作研究分析（郭曉芳，2011；許肇然等，2015）。而台灣學界

過去對中國高齡化社會所做之相關探討，包含退休、養老制度、醫療保險、高齡教育等議題（王信

賢，2013；戴慧瑀，2014；田君美，2015）。這些文獻較少針對高齡網站內容現況提出綜合說明與

分析，因此本論文以中國高齡者相關網站作為目標對象，探討中國因應人口高齡化在網路傳播之現

況。 

2. 研究方法 

本論文以中國專為高齡者設置或與高齡者相關之網站作為研究對象。首先透過中國最大搜尋

引擎「百度」進行搜索，輸入「老人」、「老年」、「高齡」、「服飾」、「養老機構」、「交通」、「工作」、

「交友徵婚」、「旅遊」、「教育」、「法律」等詞彙及其組合作為關鍵字搜尋高齡相關網站，再從所搜

尋到網站之相關連結尋找更多網站。另外，則從文獻中尋找高齡者相關網站（金慧，2014；孫雨珂，

2013；許肇然等，2015）。然後針對這些網站進行內容分析與分類，分為十七個類別，包括飲食、

服飾、居家服務、交通、購物、教育、報社、旅遊與休閒、交友與徵婚、醫療與保健、法律支援、

保險及津貼、退休及再就業、養老機構、組織協會、學術研究、政府資源等約 90個網站。 

飲食方面，中國大陸較少有私人企業專為高齡者配送餐飲，但有一些福利機構與餐館合作，提

供高齡者送餐服務。服飾方面，有許多高齡者服飾專賣店在各大網路商城（如：淘寶、天貓等）進

行販售。居家服務方面，有私人企業及政府單位提供的老人房裝修、便利生活和居家護理等服務。

交通方面，政府為維護高齡者行車安全，規定 60歲以上的駕駛人需每年提交體檢證明，合格才能

繼續持有駕照；另外許多企業推出各種代步工具。許多便利的線上購物服務，讓高齡者不用出門即

可購買所需用品。教育方面，老年教育機構達約六萬所，許多高齡者透過社區教育、遠端教育等形

式參與終身學習。有許多專為高齡者出版發行之報紙，內容多是配合國家宣傳共產黨的概念，以及

提供養老、休閒娛樂、健康指南、老年政策等相關資訊，同時也提供線上閱讀服務。旅遊方面，老

年旅遊人口約占全旅遊人口之兩成左右，許多旅行社專為高齡者規畫養生遊、客製化遊、侯鳥式等

行程；休閒方面則有專為高齡者成立之運動、攝影等相關組織。一些企業團體特別針對中高齡者建

置交友網站，提供徵友、徵婚，以及交流分享的環境。醫療保健方面，許多網站提供養生和疾病查

詢資訊，也有專為高齡者設置之護理醫院。法律部分，有許多援助中心，協助高齡者處理遺囑、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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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等問題。許多保險公司網站設有高齡者專區，提供旅遊、意外、健康、癌症等不同類別保險。退

休及再就業部分，有企業設置網站作為退休人員投遞履歷、企業主徵才的平台。全國各類養老服務

機構和設施約 9萬餘個（包含老年社會福利院、養老院、老年公寓、護老院、護理院、敬老院、托

老所等），養老床位近 600萬萬張，有許多網站平台提供養老機構相關資訊之搜尋。有許多相關組

織協會為促進老齡產業、老年保健、養老規畫等目的而成立。也有許多老齡問題研究中心，針對老

年學、老年心理學、老年醫學等相關議題進行探討與交流，或協助政府制定老年政策。政府相關單

位網站之老齡專區及政府置辦的老齡門戶網站，提供老齡新聞、政策法規、權益保障、養老保險、

高齡津貼及老年優待卡辦等訊息，以及全國各地高齡相關之統計數據、老齡事業情況等資料。 

3. 結果與討論 

中國堪稱全球「老人第一多」，從其專為高齡者建置或與高齡者相關之網站內容可以得知，政

府及民間企業團體逐漸重視老齡化社會之種種相關議題，例如「老人大學」、「老年報紙」與「老人

服飾」，由實體延伸至網路，因此參與者眾多。網路世界已不再只是侷限於年輕族群，更拓展到中

老年人階層，不僅讓高齡者多了娛樂方面的消遣，更多是在實際生活上的應用。未來研究可進一步

探討其他高齡化程度較嚴重國家的高齡相關網站，分析其因國家及文化差異所呈現的不同特色及

解決高齡問題之因應策略，以提供給政府、機構、企業及民間團體做為參考，期望能為台灣打造優

良、豐富並且友善的高齡社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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