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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我国即将进入老龄社会，老年群体的需求日益丰富和多元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达18.70%，预测显示，我国将于2021年底进入中

度老龄化社会。加之，“新老年”群体的特征不断涌现，对于消费提出更高要求。

青年群体的孝老观念与行为是老年群体福祉的重要保障之一

在家庭中，青年承担着养老职责；在社会中，青年群体是老龄事业和产业的中间力量。在构建养老、孝老、敬老

社会环境的背景下，洞察、把握和引导青年群体的孝老观念与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数字包容型老龄社会，确保老年群体共享数字红利

数字社会踏步而来，互联网消费日益成为各年龄群体的主流消费趋势，尤其是青年群体。数据显示，青年为老年

人网络消费的代付订单呈暴涨趋势，支付亲情账号绑定数量涨幅明显，短视频日益成为老年人与子女沟通的重要

渠道。如何建设数字包容型的老龄社会给我们提出了严峻挑战。

问题：考虑到青年群体的网络消费特征、人口流动特征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深度发展趋势，网络会不会成为青年群体

孝老的新渠道？它与传统孝老方式的关系是怎样的？当前，我国青年数字孝老的现状及趋势是怎样的呢？



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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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孝老

*数字孝老模型

*参考资料：左美云，《智慧养老：内涵与模式》；2018，清华大学出版社

数字孝老

网购消费孝老

青年数字孝老

老年用品和服务

青年数字孝老指数

青年游子孝老

1.老年产品和服务是采用关键词在阿里零售平台上进行筛选和抓取（2016.01~2020.12），比如包含老年相关的关键商品及服

务，并排除明显属于其他年龄段的消费品类，服务类商品用“中老年体检服务”为主要代表。

2.报告中的青年人是指出生于1980-2005年间的个体。

数据说明：



核心发现

一、 总体趋势 二、 青年数字孝老 三、 青年游子数字孝老

网购老年用品和服务的订单
量呈显著增长态势

健康需求诉诸网络的趋势明显

青年更关注老人基本需要，老人
自购订单中高层次需要初现

90后、00后数字孝老指数增
长态势明显

青年数字孝老指数呈现“东中
稳、西部降、东北升”的趋势

青年女性数字孝老指数远高于男
性

约四分之一青年游子通过网
络寄孝心

东部地区和沿海城市青年游
子数字孝老最活跃

老年用品和服务从人口流入地流
向人口流出地的趋势明显

北京游子最多的牵挂在河北，广
东游子的牵挂最丰富



第一部分
互联网渠道下老年用品和
服务消费现状及变化趋势



衣食用医的网络订单量均呈显著增长态势，食与医的增长势头最快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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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0年网购老年用品和服务消费订单量呈显著增长态势

2016 2018 2020

472.8%
220%

2020年，5.1亿

健康需求诉诸网络的趋势明显

奶粉和维生素类保健品最受欢迎“食”正在从传统向现代过渡

助听器、轮椅、助行器、
体检等的订单量稳步上升



青年更关注老人的基本需要，老人自购订单中高层次需要初现01

老人自购订单Top 10青年人订单Top 10 保暖——生理、安全需求 时尚、美——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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