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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网络增益理论与赋权增能理论，采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 2016年数据，综合运用OLS
回归、倾向匹配得分以及工具变量等方法，研究互联网使用对我国老年人社会适应的影响。研究发现，

互联网的使用能显著提高老年人社会适应，本文在运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因果关系问题、倾向得分匹配法

控制选择性偏差问题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基于以上结论，政府应该降低上网资费，增加互联网接入，

鼓励老年人积极触网；家人与社区、社会组织应该帮助和支持老年人使用互联网；企业应该促进适老化

产品的生产，从而帮助老年人更好的使用互联网，提高其社会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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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network gain theory and empowerment theor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In-
ternet use on social adaptation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by using the data of China Social Tracking 
Survey of the Elderly (CLASS) in 2016, OLS regression tendency matching score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s. It is found that the use of Interne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ocial adaptation of the 
elderly. In this paper,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is us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aus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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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tendency score matching method is used to control the problem of selectivity deviati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are still valid.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
duce Internet access charges and increase Internet access to encourage the elderly to actively 
touch the Internet; Family members and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s should help and support 
the elderly to use the Internet; Enterprises should promote the production of products suitable for 
aging so as to help the elderly better use the Internet and improve their social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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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学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触网。2022 年 2 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发布第 49 次报告(CNNIC)显示，直至 2021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的网民数量达到 1.19 亿，老年群体互

联网普及率达 43.2%，这表明互联网正在不断向老年群体渗透。但报告同样指出，60 岁及以上老年群体

仍是非网民的主要群体，我国 60 岁及以上非网民群体占非网民总体的 39.4%。 
2019 年，新冠疫情爆发后，“健康码”、“行程码”难住了大部分老年群体，也暴露出老年群体在

数字社会的弱势情况，为帮助老年群体更多、更好的融入数字社会，政府出台多项助力老年群体积极触

网的政策。从 2020 年起，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

到《互联网网站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再到《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水平评测体系》。这些政策文

件的发布为未来我国的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构建数字包容性社会奠定了基础并且能够较好解决老年人在触

网上遇到的困难，帮助老年人积极融入数字化社会。 
关于互联网使用对社会适应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学者们仍存在分歧。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

通过网络交往，人们能够获取新的讯息，适应新的话语体系，有效提升人们的社会适应能力，从而更好

的适应数字化社会[1]；另一方面，一些学者担心互联网使用对人们社会适应的负面影响[2] [3]，例如，

由于互联网的使用可以满足人们的社交需要，人们则会减少线下社交时间，久而久之，人与人之间的交

往会产生隔阂与疏离，进而造成人们社会适应能力下降。以上一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互联网使用对青少年、

儿童以及大学生社会适应的影响，关于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是否也存在以上分歧，还有必要

进一步探讨。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社会适应是指个体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达成协调关系的过程[4]既包括个体调整自身行为适应社会环

境的过程[5]也包括此过程中的心理适应[6]。老年人社会适应具体包括生理自理适应性、角色转换适应性、

社会交往适应性与社会整体适应性四个方面[4]。老年人社会适应具体包括生理自理适应性、角色转换适

应性、社会交往适应性与社会整体适应性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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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献综述 

当前国内外关于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社会适应的关系研究主要聚集在三个方面：一、探讨影响老年

人社会适应的因素；二、影响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因素；三、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社会适应的影响。已

有文献主要考察了个人基本特征和社会经济状况对老年人社会适应的影响。陈勃认为由于城市老年人个

体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导致老年人社会适应能力有所差别[4]。纪竟垚则通过研究发现影响老年人的社

会适应的主要因素有：老年人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有无配偶、自身财富[7]。杨菊华利用空间理论分

析发现流动老年的人生经历、年龄、性别等会影响其社会适应[8]。 
当前国内外有关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老年人社会适应的研究较少，丁桌箐等从日常生活适应、人际

关系适应、社会心理适应、社会变化识别度和老年人社会参与度五个维度来测量新媒体对社会适应的影

响研究发现，新媒体的使用能促进老年人社会适应能力[9]；靳永爱在积极老龄化框架下将社会适应作为

其中一个指标考察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健康、社会参与与生活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

会适应有显著积极作用[10]。通过梳理前人文献可知，目前鲜有文献将社会适应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

结合来探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适应的影响并且现有相关实证研究考虑内生性问题不足，这可能会

降低结果的可信度。因此，本文将深入探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适应的关系，并且试图采用工具变

量法和倾向匹配得分法解决其内生性问题，获得更科学的结论。 

2.3. 理论假设 

杜鹏在总结互联网使用与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后，提出网络增益理论。该理论认为互联网是一种强大

的工具，互联网的出现，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与家人、朋友线上视频聊天、随时

随地了解当前社会热点讯息，从而帮助人们更好更快的了解社会变化，更好适应外界环境[11]。 
由于人们所拥有的资源不同导致机会不平等的存在，由此引发相关社会问题存在，如社会排斥。如

果弱势群体如老年弱势群体能够获得某些人或工具的帮助，那么他们拥有更多资源满足自身需要，提高

其生活质量，更好适应社会[2]。互联网则是赋权增能的重要工具，它改变了传统资源分配方式，帮助人

们尤其是弱势群体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有效增强弱势群体的自我效能感与提高其社会适应能力。基于

以上两个理论，本文提出研究假设：互联网的使用能够有效促进老年人社会适应水平。 

3.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3.1. 数据 

本文数据主要采用 2016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由于 2016 的数据调查中新增了关

于老年人互联网的使用情况，同时较全面详细的询问了老年人的基本情况与社会适应的状况，因此，能

够较好的测量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社会适应的情况；此外，CLASS 数据是一项全国性的、大型的调查数

据，样本数量大，数据更具代表性。本文选取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剔除相关变量缺失值和无效回答

后，最终得到 11,455 个样本。 

3.2. 变量选择 

3.2.1. 因变量 
在本研究中，社会适应的测量主要采用问卷中的社会适应量表，社会适应量表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达到 0.805，达到统计分析的要求[12]。量表分别询问了老年人参加村委会/居委会的工作的意愿、

为社会贡献意愿、是否喜欢学习、对社会有用感、适应社会变化、对现代社会观点和政策的接受度、对

社会变化的看法，答案取值范围为 0~5，8 个选项加总得分范围为 8~40 分，分数越高表示老年人社会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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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状况越好。 

3.2.2. 关键自变量 
自变量主要是测量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情况，参考靳永爱的标准[10]，对应 class 问卷的问题为“您

现在经常上网吗”，答案采用二分变量即是、否。 

3.2.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和社会经济状况。个人基本情况包括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是否婚

配、受教育程度、户口。此处将受教育程度按标准比例分为未上学、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学历。社

会经济状况中包括为保证测量的准确性将收入取对数、是否有养老保险、社会网络、居住方式、老年人

的客观健康状况[13] [14] [15]。变量基本情况见表 1。 
 

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变量描述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维度 变量名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自变量 互联网使用 0 = 否 
1 = 是 

0.09 0.29 0.00 

因变量 社会适应 连续型变量 23.28 8.51 24 

控制变量 
个人基本特征 

年龄 连续型变量 70.20 7.57 69 

性别 0 = 女 
1 = 男 

0.51 0.50 1 

婚姻状况 0 = 无配偶 
1 = 有配偶 

0.71 0.45 1 

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 = 1 
小学 = 2 
初中 = 3 

高中及以上 = 3 

2.22 0.98 2.00 

社会经济状况 

户口类型 0 = 城镇 
1 = 农村 

0.55 0.50 1.00 

经济状况 个人总收入对数 8.90 2.03 9.39 

是否有养老保险 0 = 否 
1 = 是 

0.40 0.49 0 

社会网络 数值型变量 14.33 5.69 15 

 ADL 量表 0 = 非失能 
1 = 失能 

0.10 0.30 0 

 IADL 0 = 非失能 
1 = 失能 

0.350 0.48 0 

 居住方式 0 = 独居 
1 = 与家人同住 

0.880 0.3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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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模型构建 

本文将因变量社会适应作为连续性变量处理，首先采用 OLS 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初步探索互联网使

用对老年人社会适应的影响；由于互联网使用和社会适应存在反向因果问题以及选择性偏差从而导致估

计系数存在误差，为减小误差，本研究还将采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匹配得分法估计互联网使用的效应。

最后，为了排除潜在的内生样本选择偏差来自不可观测的协变量，我们采用倾向评分匹配(PSM)来检验互

联网使用与老年人社会适应的因果关系。 

4. 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结果 

表 1 介绍了基于 11,455 个老年人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可知老年人社会适应得分平均在 23.28 分，

说明老年人整体社会适应一般，60 岁及以上老年人中使用互联网上网的比率为 9%。 

4.2.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为控制个人基本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变量后，使用互联网对老年人社会适应影响的回归系数为

1.027 且在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高老年人社会适应。 
其他控制变量也与社会适应显著相关(见表 2)。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水平显著下降；

相比女性老年群体，男性的社会适应显著更高；有配偶的老年人社会适应显著高于无配偶老年群体；受

教育程度越高，其社会适应也显著越高；农村老年群体相比城镇，社会适应水平显著更低；经济状况更

好的老年人，社会适应显著升高；值得注意的是，有养老保险的老年人，社会适应反而比无养老保险的

老年群体社会适应显著更低。这也许是由于享有养老保险的群体退休后将不再进行劳动力市场，与他人

的联系减少，所获得的外界消息较少，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敏感度降低，从而造成适应困难；社会支持网

络更高，其社会适应显著更高；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与工具性日常生活自理能力(IADL)主要

反映老年人的失能状况，由回归结果可知，需要照料的老年人其社会适应显著更低。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of whether or not to use the Internet to the social adapta-
tion of the elderly 
表 2. 是否使用互联网对老年人社会适应的回归结果 

变量 社会适应 

上网(参照组：否) 1.207*** 

 (0.27) 

年龄 −0.063*** 

 (0.01) 

性别(参照组：女) −0.120 

 (0.16) 

婚姻状况(参照组：无配偶) 0.553***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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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受教育程度(参照组：未上学)  

小学 0.839*** 

 (0.20) 

初中 1.614*** 

 (0.24) 

高中及以上 2.092*** 

 (0.29) 

户口状况(参照组：城镇) −0.251*** 

 (0.19) 

经济状况 0.202*** 

 (0.04) 

养老保险(参照组：否) 0.279 

 (0.17) 

社会支持 0.078*** 

 (0.01) 

ADL (参照组：不需照料) −3.427*** 

 (0.28) 

IADL (参照组：不需照料) −0.781*** 

 (0.18) 

居住方式(参照组：独居) −0.29 

 (0.26) 

常数 24.339*** 

 (0.99) 

样本量 11,455 

注：***，**，*，分别表示在 1%、5%、10%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4.3. 内生性处理 

一方面，已有研究表明由于社会适应程度越好的老年人更能积极应对复杂的社会变化，更会积极学

习新事物，其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就更强，这类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会更大，与上文研究表明使

用互联网的老年人相比不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社会适应更好，从而产生反向因果问题。另一方面，由于

是否上网这一问题存在高度主观选择性从而导致估计系数偏差。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分别采用工具

变量和倾向匹配得分法。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10616


龚钰娇 
 

 

DOI: 10.12677/ass.2022.1110616 4513 社会科学前沿 
 

4.3.1. 工具变量法 
本文将各个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13]。是因为其满足工具变量选取的标准：1) 外生性，

工具变量必须是外生的。互联网普及率是一个地区指标，跟个人是否联网的意愿、行为无关，故具有外

生性；2) 相关性，工具变量必须与自变量密切相关[16]。互联网普及率是由社区内的每个居民的互联网

接入情况而的得出的平均普及率，故两者具有密切的关系。表 3 为纳入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在使用工

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适应仍在 1%上呈显著正相关。表 3 中的工具变量与

互联网使用的回归系数为 5.34 且在 1%上显著，表明互联网普及率与互联网使用显著相关，因此满足相

关性假设；第一阶段 F 值远大于 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17]。此外，DWH 检验在 1%水平下拒

绝社会适应为外生的假设，因此适合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strumental variables 
表 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第一阶段 IV-OLS 模型回归结果 

互联网使用  5.34*** 
(0.495) 

互联网使用普及率 0.947*** 
(0.02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第一阶段 F 值 147.8  

DWH 检验 χ2  65.66 

N 11,455 11,455 

注：***，**，*分别表示在 1%、5%、10%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4.3.2. 倾向匹配得分法 
另外，本文采用近邻匹配(k = 1)、半径匹配(半径为 0.01)、核匹配(采用默认的核函数和宽带)三种匹

配方法解决存在的高度自主选择性问题。表 4 展示了互联网对老年人社会适应的平均处理效应(ATT)。相

比不上网的老年人，上网的老年人社会适应得分显著提高了 1.51 分，说明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适应

有显著提升作用。 
 

Table 4. Matching result of tendency value 
表 4. 倾向值匹配结果 

变量 上网组 不上网组 差异 标准误 T 值 

近邻匹配 

社会适应 25.66 24.14 1.51 0.32 4.65 

半径匹配 

社会适应 25.66 24.14 1.51 0.32 4.65 

核匹配 

社会适应 25.66 24.10 1.56 0.24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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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在数字信息化时代，如何利用互联网帮助老年人更好的适应科技时代，更好的实现“积极老龄化战

略”是值得关注的。本文基于网络增益理论和赋权增能理论对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适应的影响提出

假设并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与不使用互联网的老人相比，使用互联网能够显著提高老年人社

会适应能力，该结果在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匹配得分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这一发现跟

已有研究的结论保持一致[9] [10]。由于互联网是增强权能的有力工具，也是扩大社会关系的工具，它可

以帮助老年人有更好的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与他们的社会关系保持沟通，并参与社会活动。因此，互

联网使用能够对老年人的社会适应产生正向的作用，老年群体同样可以在数字社会里积极进行互联网技

术应用，从而更好融入数字社会。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提高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普及率。研究结果表明，

与不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相比，上网的老年人有更高的社会适应性。因此，政府应该重视互联网的增能

效用，加快完善城乡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当地社区和护理中心等养老服务机

构改善其互联网技术条件支持的设施；同时要求相关通信服务单位减少老年群体互联网服务费用，降低

其互联网使用门槛，帮助老年人增加互联网可及性；此外，政府还应当鼓励当地社区、志愿组织和护理

中心、养老院等养老服务机构向老年人提供更多的互联网技能培训课程，对于行动不方便的老年群体提

供上门培训等多种方法，来提高老年群体的基本互联网能力，帮助他们能够更好地利用互联网。第二，

数字反哺助力老年群体触网。有研究表明，数字反哺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技术与情感支持，家庭在帮助

老年群体更好使用互联网上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18]。因此，要鼓励家庭年轻一代，多教家中老年亲代使

用手机、电脑等互联网媒介、耐心解答老年群体互联网中遇到的问题，同时主动教亲代一些互联网使用

常用技能，帮助老年群体建立信心，更好利用互联网。老年人自身也应该积极看待互联网的作用，主动

参与互联网的使用，积极学习互联网的技能，以便更好的融入数字化社会；第三，政府应该鼓励企业生

产适老化产品，适应老年人的实际需求。目前，我国的科技产品更多针对青年群体，随着老龄化的深化，

企业也应该适当关注老年群体的需求，推出适老化产品，更好满足老年人的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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