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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购力量。

《报告》还显示，老年群体消

费金额三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20.9%，

疫情期间消费增速位列第二，仅次

于“00 后”。此外，越来越多的老

人正尝试融入数字生活。据《百度

2021 年货搜索大数据》显示，老年

人的年货清单中不乏手机、电脑、

智能音箱等智能化产品。当老人在

电子设备、社交媒体上“狂野”起来，

也解释了为何短视频平台上的“网

红老人”频繁出现。

除了在屏幕前享受生活，老年

人还热衷到外面去走一走，“50 岁

阿姨自驾游”、“80 岁老奶奶穿旗

袍海外街头走秀”等纷纷成为社交

网络热点话题。据携程旅游介绍，

2020 年跨省游恢复以来，60 岁以上

度假人群占比高达 35%。

社会酝酿了“狂野老人”，也

需要更多“狂野老人”。促进消费

之余，这些不甘心也没必要躺平的

老人，一旦行动起来，在某些领域

确实能够成为不容忽视的资源。姚

凯在采访中提到，据《“十三五”

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

规划》显示，到 2020 年底，老年

志愿者注册人数将占老年人口总数

的 12%，突破 3000 万人，可见很

多老年人很乐意参与到志愿者活动

中。

因此在他看来，从国家和社会

发展的层面，在现阶段如何让不愿

躺平的“狂野老人”发挥更大价值，

让退休人员再就业或者再创业发挥

社会余热，再次融入社会寻求自我

价值，对于解决劳动力供给不足、

释放人口红利具有重要作用，对于

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各种挑战至关重

要。

为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对于老人的

传统观念还停留在到了一定年龄，

就必须考虑养老，必须‘在家带孙

子’，这种氛围与老人内心的真实

想法可能有冲突。所谓人类到了一

定年纪就要‘养老’的概念，其实

是人为划分的，而这种概念的界定

会随着社会发展规律而变动。”姚

凯说道。

从社会文化层面看，“狂野老

人”的确是人类文明现代化的产物。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刘旭光对《新

民周刊》表示，“狂野老人”的出

现并非是历史性的。“历史上的文

人名士在年迈时，心态往往趋于平

和，追求一种宁静的生活，显然‘狂

野老人’是现代人的产物。

最后，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时代，

使得人人都有比以往更多的成名机

会。早期，互联网技术为年轻人所

垄断，而人们都拼命地想要先抓住

年轻受众：专业团队打造年轻人喜

欢的明星、制作年轻人爱看的节目

与剧集。而现在，人们看到了“狂

野老人”同样具备在流量上成为“财

富密码”的条件，为其提供了更广

阔的舞台——这两年国内短视频平

台上来自大江南北，纷纷涌现的“网

红老人”就是最直观的例证。

社会需要更多“狂野老人”

当下关于“狂野老人”的讨论

中，无论是外在还是行为，更多的

是从个人角度出发，去探讨“狂野”

之于老人的价值。当这一群体不断

扩大，每一个“狂野”的老人都能

够再创造自我价值，是否能够对社

会产生一定影响？要知道在中国，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已经上升到

18.7%。

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姚

凯表示，“狂野老人”不仅仅是发

挥自我价值，其一旦形成规模效应，

也会对社会产生积极意义。“重要

的是，他们能够成为一种对社会有

利的资源，持续推动经济的健康发

展。”

“狂野老人”群体不断扩大，

其影响首先体现在促进消费。据阿

里研究院于 2020 年发布的《老年人

数字生活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显示，新冠疫情暴发后，我国 60 岁

以上的老龄人口“触网”增速远超

其他年龄组，并成为一股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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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济南六旬老

人计划自驾游 14

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