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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

信息无障碍是指通过信息化手段弥补身体机能、所处环

境等存在的差异，使任何人（无论是健全人还是残疾人，无

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能平等、方便、安全地获取、交

互、使用信息。当前，我国公共服务类网站及移动互联网应

用（APP）无障碍化普及率较低，适老化水平有待提升，多

数存在界面交互复杂、操作不友好等问题，使得老年人不敢

用、不会用、不能用；普遍存在图片缺乏文本描述、验证码

操作困难、相关功能与设备不兼容等问题，使得残疾人等群

体在使用互联网过程中遇到多种障碍，面临“数字鸿沟”。为

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提升互联网应用适老化

水平及无障碍普及率，特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老年人、残疾人等的信

息生活需求，广泛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和有利因素，综合采取

行政指导、技术推动、信用评价等多种手段，推进互联网网

站和移动互联网应用（APP）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着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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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老年人、残疾人在智能技术面前遇到的困难，推动充分兼

顾老年人、残疾人需求的信息化社会建设，显著提升互联网

应用适老化水平及无障碍普及率，增进包括老年人、残疾人

在内的全体人民福祉。

针对老年人，推出更多具有大字体、大图标、高对比度

文字等功能特点的产品。鼓励更多企业推出界面简单、操作

方便的界面模式，实现一键操作、文本输入提示等多种无障

碍功能。提升方言识别能力，方便不会普通话的老人使用智

能设备。

针对视力障碍人士，推动网站和手机 APP与读屏软件做

好兼容，解决“验证码”操作困难、按钮标签和图片信息不可

读的问题。推动企业设计研发智能导盲技术和功能。

针对听力障碍人士，鼓励互联网产品内容信息加配字幕，

提高与助听器等设备的兼容性。推动企业提供在线客服等其

他可替代电话客服的服务方式。

针对肢体障碍人士，引导网站和手机 APP支持自定义手

势，简化交互操作，推出更多贴合肢体障碍群体需求特点的

互联网应用。

此外，针对当前互联网应用中强制广告较多，容易误导

老年人的问题，互联网网站和手机 APP完成改造后的适老版、

关怀版、无障碍版本，将不再设有广告插件，特别是付款类

操作将无任何诱导式按键，以便各类特殊群体方便、安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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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二、重点工作

（一）开展互联网网站与移动互联网应用（APP）适老

化及无障碍改造。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互联网协会，指导相关基础电信企业、互联网企业等单

位开展互联网网站和移动互联网应用（APP）适老化及无障

碍改造。

1.开展互联网主要行业网站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紧密

结合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实际需求，对《工业和信息化

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推进信息无障碍的指导意见》（工

信部联信管〔2020〕146号）中提出的与老年人、残疾人等

群体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类网站开展适老化及无

障碍改造。首批优先推动国家相关部委及省级人民政府、残

疾人组织、新闻媒体、交通出行、金融服务、社交通讯、生

活购物、搜索引擎等 8大类、共 115家网站进行改造（网站

名单见附件 1）。中国互联网协会协助基础电信企业及网站接

入服务商加快互联网无障碍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动互联网

信息无障碍环境建设健康发展。

2.开展老年人、残疾人常用移动互联网应用（APP）的

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立足老年人、残疾人的实际生活体验，

丰富满足其需求的移动互联网应用（APP）种类和功能，对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推进信息无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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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信管〔2020〕146号）中列出的移动

互联网应用十大领域、注册用户数超过 5000 万人、同类产

品中市场份额排名前 5名的 APP进行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

首批优先推动新闻资讯、社交通讯、生活购物、金融服务、

旅游出行、医疗健康等 6大类、共 43个 APP进行适老化及

无障碍改造（APP名单见附件 2）。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协助

各互联网企业，在开发设计移动互联网应用（APP）的过程

中落实信息无障碍有关标准的要求，并将无障碍优化纳入产

品及服务的日常维护流程。

（二）开展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水平评测并纳入“企业

信用评价”。

1.建立评测体系并组织评测。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互联网协会等单位研究建立互联网应

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水平评测体系，明确评测指标、各指标所

占比重等，开展评测工作。

2.公示评测结果并督促改进。向社会公开发布评测结果，

对适老化及无障碍建设、改造、优化要求落实不到位的企业，

及时指导、督促其进行改进。

3.将信息无障碍评测情况纳入“企业信用评价”。明确信

息无障碍在企业信用评价中的分值，将企业在推动信息无障

碍方面的实际成效作为“企业信用评价”的加分依据。综合

考虑相关互联网企业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APP）的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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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无障碍水平、信息无障碍工作机制、企业助老助残行动

等多方面的成效，对表现突出的予以加分。

（三）授予信息无障碍标识及公示工作。

1.授予、延续或撤销信息无障碍标识。根据适老化及无

障碍建设水平评测结果，对符合要求的互联网网站、移动互

联网应用（APP），授予信息无障碍标识（ ），有效期两年。

组织对最新版本的网站、APP进行抽查，并根据结果延续或

撤销已授予的标识。

2.公示信息无障碍标识。各互联网网站、移动互联网应

用（APP）需在网站及应用的显著位置显示信息无障碍标识。

引导各大应用商店（市场）设立无障碍应用下载专区，将已

取得信息无障碍标识的 APP统一纳入专区，方便老年人、残

疾人等重点受益群体下载使用。

三、工作进度安排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1 年 1 月-2 月）。组织召开专

题会议，对专项行动进行安排部署。各相关单位按照本方案

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1 年 3 月-10 月）。组织本方案

所附名单的各相关单位开展并完成网站和 APP适老化、无障

碍改造工作。建立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水平评测体系，

组织实施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水平评测。

（三）总结评测阶段（2021 年 11 月-12 月）。及时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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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成效，公开发布评测结果，授予符合要求的信息无障碍

标识，督促不符合要求的予以改进，并纳入“企业信用评价”。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落实责任。各单位要充分认识信息无

障碍对增进人民群众福祉的重要意义，明确工作机构和责任

人，制定优化改造方案，勇于担当、真抓实干，切实把各项

工作落到实处。

（二）需求导向，务求实效。从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

群体的迫切需求入手，注重其实际体验，积极融合运用新技

术，切实促进产品丰富多样和服务方便可及，提升互联网应

用无障碍化普及率。

（三）强化宣传，社会参与。运用多种渠道及时宣传信

息无障碍成果，树立标杆及典型案例，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动员企业、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等多方力量，共同推动信息

无障碍的持续发展。

附件：1.首批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网站名单

2.首批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 APP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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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首批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网站名单

类 型 网站名称

国家部委及

省级政府

中国政府网、外交部网站、卫生健康委网站、教育部

网站、中国气象网、省级政府网站（共 31个省市）

残疾人组织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各省残疾人联合会（共 31个省

市）

新闻媒体

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央视网、国际在线、求是

网、中国日报网、中国青年网、中国经济网、中国新

闻网、搜狐网、腾讯网、网易网、澎湃新闻、今日头

条

交通出行

中国国际航空、中国东方航空、中国南方航空、海南

航空、深圳航空、中国铁路 12306、携程、去哪儿、

艺龙旅行网、蚂蜂窝、8684公交网、途牛旅游网、住

哪网

社交通讯
中国电信网上营业厅、中国移动网上营业厅、中国联

通网上营业厅、新浪微博、知乎

生活购物
京东商城、阿里巴巴、淘宝网（包括天猫）、苏宁易

购、当当网、国美电器网上商城、孔夫子旧书网

搜索引擎 百度、搜狗

金融服务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

银行、中国交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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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首批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 APP名单

类 型 APP名称

新闻资讯 腾讯新闻、新浪微博、今日头条

社交通讯
（1）社交类：微信、QQ

（2）电信类：电信、移动、联通网上营业厅

生活购物

（1）购物：淘宝、京东、拼多多、闲鱼

（2）美食外卖类：饿了么、美团

（3）住房：链家、贝壳

（4）娱乐：抖音、火山小视频、喜马拉雅听书、爱

奇艺、优酷、全民 K歌、唱吧

（5）工具：百度、搜狗

金融服务

（1）支付类：支付宝、微信支付

（2）银行类：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

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

旅游出行

（1）地图类：百度地图、高德地图、腾讯地图

（2）网约车类：滴滴出行

（3）票务类：铁路 12306、携程旅行

医疗健康
（1）寻医问诊类：114健康、好大夫在线、微医

（2）医药类：京东到家、叮当快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