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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采用了逐步回归分析，并通过CGSS 2017数据分析，对影响城乡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各种因素展开了

调查，结果表明，互联网应用对城镇老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进一步进行的交互结果表明，互联网应

用对城镇老人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群体差异性，互联网对老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效果在60至69年龄阶段中

比较突出，其余年龄并不明显；女性城镇老人的生活满意度相对较男性更高；中学及以下的受教育程度

明显影响着城镇老人生活满意度。为更好的推动老年群众适应信息化社会，建议加强政府互联网监管，

通过宣传增加老人对互联网的信任感；加大社区网络技能培训力度，发挥社区社会交往的中介作用；培

养老年人良好的上网习惯，扩大互联网对城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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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CGSS 2017 data analysis are used to investigate 
various factors affecting life satisfa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lder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net 
appli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urban elderly. Further interaction re-
sults show that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application on the urban elderly has obvious group dif-
ference;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Internet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is more promi-
nent in the age group of 60~69; the other age group is not obvious.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female 
urban elderly is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 The education level of middle school and below ob-
viously affects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urban elderly.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elderly 
people to adapt to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the government’s Internet 
supervision, through publicity to increase the elderly’s sense of trust in the Internet;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community network skills and give play to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community so-
cial communication; cultivate the good Internet habits of the elderly and expand the scope of in-
fluence of the Internet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urban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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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信息时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在给社会带来巨大信息红利的同时，它所带来

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还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近 20 年来，国内专家学者们在

互联网技术与城镇老年人生活问题研究中形成了重要共识，即互联网对城镇老年人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怎样才能促进老年人积极加入老年互联网社区，共享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政策红利呢？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 2020 年 12 月，我国上网总人数已经达到 9.89 亿，

其中，城镇上网总人数占大多数，约 6.80 亿。50 岁以上的网民群体大约占上网总数的 26.3%，相比较 2020
年上涨 9.4%。41 岁以上中老年人在我国网购人群中约占 42% [1]。许多城镇老年人认为使用计算机非常

困难，具体原因包括：技能缺乏、文化程度限制、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慢等。资料显示，老年人学历

越高，网购的频率越高，农村老年人的学历较低，网购的频率也较低。网购在疫情期间给老年人生活提

供了很大的便利，老年人的消费潜力不容小觑。尽管近年来中国城镇老人的上网总数量仍在保持逐年的

递增，但实际上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的城镇老人的上网总比重却一直相对较发达国家低，《报告》

指出 2018 年的中国城镇老人的上网总比重仅为约 25.1%，美国的老龄网民比重自 2012 年起一直维持在

约 70%及以下，与同期美国人口相比也尚有着很大差异。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互联网，互联网已逐渐融入我们的生活，为促进社会的长期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

动力。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大部分人都在享受信息化带来的红利，而老年人却被隔离在外。事

实证明，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改变传统思想，主动接触并学习互联网相关知识，并通过互联网使用不

断提高生活满意度，从互联网世界的观望者转变为参与者。城镇老年人的收入和教育水平比农村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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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也更高。在互联网 + 老龄化大背景下，城镇老年网民数量增长速度飞快，互

联网的使用能够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通过上网获得更多的信息，提高自己的知识面，拓宽社交

渠道。因此，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城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有利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2. 文献综述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主要是指老年人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这个评价是对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

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基于数据来源、研究方法上的巨大差异，有关互联网发展和城镇老年人生活

满意度的主要研究和结论还存在差异。一些实证研究指出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对中国城镇老年人主观福利

有重要影响[2]。杜鹏等发现互联网技术的积极应用可以有效提升和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3]。有研究指

出互联网缩短了人们的物理距离，增强人们的社会互动与人际交往[4]。张京京等指出互联网的使用会通

过改善经济状况来提高城镇居民的幸福感[5]。王鹏通过研究发现互联网对男性老男人幸福感的影响要比

女性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更大[6]。也有一些研究认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会降低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7]。
频繁使用互联网会降低老年人日常交往的时间，使其容易被孤立并产生不良情绪，从而降低主观幸福感

[8]。Gilleard 等研究发现互联网的频繁使用会降低老年人参加社区活动的概率，降低了老年人归属感从而

影响生活满意度[9]。目前国内外有许多研究讨论影响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的因素。胡安安等认为年龄增

长带来的一些变化，包括心理、生理和认知都是形成老年数字鸿沟的直接原因[10]。廖红等发现，生理因

素上造成数字鸿沟的原因主要是老年人健康状况的衰退和认知能力的减弱[11]，如视力、听力、移动性的

下降会影响老年人对互联网的使用[12]；而心理因素数字鸿沟的原因主要是老年人畏惧互联网新型技术，

而他们注意力和记忆力的下降会影响互联网使用[13]。国外有学者对 4083 名 50 岁以上的老人进行调查，

研究发现城镇居民互联网用户更年轻，受教育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更高，根据结构方程模型显示，互联

网使用与更高水平的幸福感间接相关，而这种关联被较少的孤独和志愿活动所中介。 
综上所述，关于互联网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国内学者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为本文的研

究提供了借鉴思路。但仍存在以下 3 点不足：1) 关于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和生活满意度的研究结果存在

差异，互联网的使用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一些学者还发现，互联网的使用会对老年人生

活产生负面影响。2) 有关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国内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大多学者是从农村的

视角研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而从城镇角度进行的相关研究较少。3) 研究互联网使

用情况对城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的文章较少。疫情期间，很多城镇老年人因不会使用健康码，

在日常出行、就医、购物等方面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此，文章以城镇老年人为中心，借鉴以往相关

理论，使用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帮助城镇老年人克服这些困难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帮助老

年群体更好的使用互联网。所以，本文基于 CGSS 的研究还是很有必要的。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全部来源于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简称 CGSS)。该数据覆盖面广、真

实性高，具有综合性、连续性、全国性的特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情况。

近年来该数据被社会学等领域广泛使用，其涵盖了文化、消费、健康众多议题以及个体、家庭多个层次。

最重要的是涵盖了互联网和生活满意度相关的变量，能够更好的契合本文的研究主题，满足本研究实证

条件。CGSS 数据覆盖全国 31 个省区，将其分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调查对象则选取 60
岁以上的城镇老年人，调查对象的男女比例尽量做到 1:1，删除了其他不符合标准的样本，并获得了 4898
的有效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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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变量设置 

3.2.1. 因变量 
本内容关注的重点是互联网对城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如表 1 所示，因变量为老年人主观幸

福感，对应问卷问题“您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衡量老年人群的生活满意度，取值范围为 1~5，1 代表

非常不幸福，2 代表比较不幸福，3 代表不清楚幸福不幸福，4 代表很幸福，5 代表非常幸福。通过描述

性统计得到，生活满意度的平均值为 4.001，表明城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以比较幸福为主。 
 

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表 1. 描述性分析 

维度 变量 变量解释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很不幸福 = 1，比较不幸福 = 2， 

谈不上幸福不幸福 = 3， 
比较幸福 = 4，非常幸福 = 5 

4.011 1 5 

互联网使用 
情况 

互联网使用频率 从来不 = 1，很少 = 2，有时候 = 3， 
经常 = 4，频繁 = 5 

2.237 1 5 

闲暇使用互联网情况 是 = 1，否 = 2 1.748 1 2 

主要信息来源 是 = 1，否 = 2 1.831 1 2 

属于自己的手机 有 = 1，没有 = 2 1.151 1 2 

个体特征 

性别 男 = 1，女 = 2 1.527 1 2 

民族 汉 = 1，少数民族 = 2 1.049 1 2 

年龄 60~69 岁 = 1，70~79 岁 = 2， 
80 岁及以上 = 3 

1.743 1 3 

政治面貌 非党员 = 1，党员 = 2 1.245 1 2 

户籍 城镇 = 1，农村 = 2 2.000 2 2 

受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 1，初中 = 2，高中 = 3， 
大学及以上 = 4 

2.253 1 4 

个人年收入 99,999 及以下 = 1，100,000~199,999 元 = 2，
200000 及以上 = 3 

1.107 1 3 

健康情况 
心理健康状况 小学及以下 = 1，初中 = 2，高中 = 3， 

大学及以上 = 4 
3.993 1 5 

身体健康状况 很不健康 = 1，比较不健康 = 2，一般 = 3，
比较健康 = 4，很健康 = 5 

3.212 1 5 

家庭特征 

婚姻状况 未婚 = 1，已婚 = 2 1.942 1 2 

子女个数 受访者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0.889 0 6 

家庭经济状况 
远低于平均水平 = 1，低于平均水平 = 2， 

平均水平 = 3，高于平均水平 = 4， 
远高于平均水平 = 5 

2.679 1 5 

社会特征 
医疗保险 参加 = 1，没有参加 = 2 1.071 1 7 

养老保险 参加 = 1，没有参加 = 2 1.164 1 7 

区域特征 地区 东部地区 = 1，中部地区 = 2，西部地区 = 3 1.863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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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自变量 
关键自变量为互联网使用频率、闲暇使用互联网情况、主要信息来源和有无属于自己的手机，对城

镇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进行多方面的研究。互联网使用情况、主要信息来源和有无属于自己的手机是

二分类变量，是 = 1，否 = 2。互联网使用频率用来测量老年群体互联网的使用强度，取值范围为 1~5，
1 表示从来不，2 表示很少，3 表示有时候，4 表示经常，5 表示频繁。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应问卷题目“过

去 3 个月里您使用计算机上网的情况”，测量结果为均值 = 2.237，表示过去 3 个月，城镇老年人很少使

用互联网进行上网。 

3.2.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分为四个方面：个体特征、健康状况、家庭特征和社会特征。其中，个体特征包括性别、

年龄、民族、政治观、户籍、受教育水平和个人年收入。健康情况包括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家庭特征

包括婚姻状况、出生子女人数和家庭财务状况。社会特征包括是否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老年人身

体健康状况的取值范围为 1~5，其中，1 表示非常不健康，2 表示比较不健康，3 表示一般健康，4 表示

很健康，5 表示特别健康。身体健康状况的取值范围为 1~5，1 表示总是，2 表示经常，3 表示有时，4 表

示很少，5 表示从不，本文用老年人身体、心理健康状况来综合反映老年人的健康情况。其中，性别的

均值为 1.527，表明城镇老年人中男女比例接近 1:1；民族的均值为 1.049，表明大部分的城镇老年人的民

族为汉；年龄的均值为 1.743，表明 70 岁左右年龄的老年人占大多数；政治面貌的均值为 1.245，表明城

镇老年人的政治面貌大多为非党员；受教育水平的均值为 2.253，表明城镇老年人受教育程度初中或高中

学历居多；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的均值分别为 3.993 和 3.212，代表城镇老年人身体和心理健康水平一般；

婚姻状况绝大多数为已婚；子女个数的均值为 0.889，表明相比较城镇老年人生育子女的数量较少；家庭

经济状况的均值为 2.679，表明大多数城镇老年人家庭经济状况处于一般水平；医疗保险的均值为 1.071，
养老保险的均值为 1.164，表明参加医疗、养老保险的城镇老年人数量较多，我国城镇地区社会保障水平

和医疗卫生水平整体偏高。 

3.3. 计量模型 

本文将城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为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特征三个维度，运用 OLS
回归模型对影响城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进行分析，构建如下模型： 

i i iFS Xα β ε= + +                                    (1) 

其中，FSi表示第 i 个城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Xi表示第 i 个城镇老年人的特征变量，如个体特征、健

康情况、家庭特征和社会特征。εi 表示随机误差项，包括所有模型之外的影响城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

影响因素。 

4. 实证分析与讨论 

4.1. 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城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逐步回归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城市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如表 2 所示。其中，第一

个模型没有添加任何控制变量，其他三个模型在前一个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特

征进行回归分析。 
根据表 2 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四个模型中，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048、0.031、0.034、

0.053，且都是在 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说明互联网使用情况每增加 1 个单位，城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分别提升 3.1%、3.4%、5.3%。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7473


张欣怡 
 

 

DOI: 10.12677/aam.2022.117473 4465 应用数学进展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ternet use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urban elderly 
表 2. 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城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互联网使用情况 0.048*** 
(5.063) 

0.031*** 
(2.835) 

0.034*** 
(3.051) 

0.053*** 
(5.086) 

年龄  0.116*** 
(6.936) 

0.110*** 
(6.429) 

0.067*** 
(4.162) 

性别  0.097*** 
(3.903) 

0.091*** 
(3.684) 

−0.097*** 
(4.139) 

民族  0.072 
(1.487) 

0.069 
(1.418) 

0.039 
(0.857) 

政治面貌  0.144*** 
(3.789) 

0.138*** 
(3.650) 

0.126 
(3.530) 

受教育程度  0.064*** 
(4.033) 

0.066*** 
(4.133) 

0.076*** 
(5.065) 

婚姻状况   0.223*** 
(4.011) 

0.190*** 
(3.623) 

子女个数   0.020 
(1.614) 

0.018* 
(1.563) 

养老保险    −0.046** 
(−2.149) 

医疗保险    0.272*** 
(24.789) 

N 4899 4898 4898 4898 

R2 0.005 0.027 0.031 0.141 

注：1)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项；2) *、**、***分别表示变量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在个体特征方面，性别在 1%的水平上负向显著，说明女性城镇老年人更容易感到生活幸福。这可能

是缘于在我们的旧观念里女性老年人文盲率高，退休金少，她们的生活满意度应该并不高，但与事实相

反，女性的工作压力更小对生活容易感到知足，所谓知足者常乐。城镇女性老年人比城镇男性老年人更

容易获得情感支持，积极的情感体验可以让城镇女性老年人感到更幸福。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均在 1%的水

平上正向显著，这表明年龄越低，受教育水平越高，城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越高。这主要是缘于低龄老

年人相比较高龄老年人，对社会的适应性更强，能够更好的接受新事物，学习能力与记忆能力也更好，

这些使得低龄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比高龄老年人更频繁，从而生活满意度越高。而民族、政治面貌对

城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缘于在我国各民族之间平等友好相处，没有高低贵贱

之分，所以民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 
在家庭特征方面，婚姻状况在 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城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这表明已婚的城

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更高，老年人的情感可以寄托在家人身上，遇到困难由家庭成员共同面对解决，妻

子对丈夫的关心，生病时家人的照顾，两个人相互扶持、相互照顾都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程度。

子女数量在 10%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城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子女的老年人更容易感到幸福。这是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7473


张欣怡 
 

 

DOI: 10.12677/aam.2022.117473 4466 应用数学进展 
 

缘于中国老年人的幸福感与家庭联系紧密，相关研究发现，子女代际能够使老年父母的情感得到满足，

有利于提高父母情绪的积极性。子女在经济方面和情感、方面为老年父母的生活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使

得他们能够更加积极的参与社会各项活动中，结交更多的朋友，消除自我孤独感，从而提升生活满意度。

可见，子女孝顺有助于提高父母的生活满意度。 
在社会特征方面，缴纳养老保险在 1%的水平上负向显著影响城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这表明养老

保险缴费率越高，老年人的幸福感越低。可能是因为老年人的观念所致，在许多老年人的观念里，养老

保险缴纳越多，那他们的可支配金额就少了，消费就更低了。与农村相比，城市的消费水平更高，养老

保险的支出一部分来源于当期工资，养老保险的缴费直接影响老年人当期可支配的金额，从而降低老年

人的生活满意度。医疗保险对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影响，达到 1%的水平。医疗保险对老年

人幸福感的影响比养老保险更强，这是因为老年人劳动能力会随年龄的增大逐渐减弱，收入的减少会导

致老年人就医困难，而医疗保险的缴纳可以有效缓解老年人无钱治病的困难。 

4.2. 稳健性检验 

本文选择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来确保结论的稳健性，如今科技的发展，几乎所有的智能手机都拥有上

网功能，所以是否拥有单独使用的手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老年人上网的情况，同样，互联网使用频

率和互联网是否作为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都可以反映出老年人的上网情况。将这三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将是赋值为 1，否赋值为 2。如表 3 所示，是否拥有单独使用的手机和互联网使

用频率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城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是否将互联网作为信息的主要获取渠道在

5%的水平上显著影响城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因此，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Table 3.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互联网使用情况 0.048*** 
(5.063)    

有没有单独使用的手机  −0.108*** 
(−3.65)   

互联网使用频率   −0.184*** 
(−5.09)  

互联网是主要信息来源吗    −0.115** 
(−2.77) 

R2 0.003 0.005 0.002 0.003 

注：1)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项；2) *、**、***分别表示变量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4.3. 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城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群体差异 

本文将互联网使用情况和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分别进行交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4.3.1. 不同性别的差异分析 
在性别方面，本文将总样本分为男、女，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男性和女性的回归系数均为 0.033，

在 5%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说明互联网使用可以提高老年人生活的便捷性，通过互联网，老年人可以与更

多的人进行沟通交流，降低孤独感，从而提升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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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Group differences of Life satisfaction of urban elderly with Internet use 
表 4. 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城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群体差异 

变量 
性别  年龄  受教育水平 

男 女  60~69 岁 70~79 岁 80 岁及 
以上 

 
 

小学及 
以下 初中 高中 大学及 

以上 

互联网 
使用情况 

0.033** 

(2.193) 
0.033** 
(2.040) 

0.045*** 
(3.145) 

0.000 
(0.018) 

−0.045 
(1.337) 

0.061** 
(2.216) 

0.029* 

(1.753) 
0.021 

(1.135) 
0.025 

(0.921) 

R2 0.022 0.024 0.025 0.006 0.022 0.013 0.028 0.017 0.009 

4.3.2. 不同年龄的差异分析 
在年龄方面，本文将总样本分为 60~69 岁、70~79 岁、80 岁及以上进行了回归分析，由表 4 可知 60~69

岁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情况的回归系数为 0.045，且在 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城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

度，这可能是由于低龄老年人的学习能力更强，记忆力也相对较好，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更好一些。

蓝皮书指出，城镇低龄老年群体逐渐成为互联网用户的“主力军”，疫情期间，老年人网购的比例也在

不断上涨，达到 12.7%。老年客户群体相比较青少年更加的稳定，是不可忽视的消费新增长点，网购满

足了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使老年人实现自我满足。 

4.3.3. 不同教育水平的差异分析 
通过对互联网和城镇老年人受教育水平进行交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互联网使用情况在 5%

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的城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在 10%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

初中教育水平的城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对高中和大学及以上的城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

说明互联网使用情况在不同学历水平之间存在差异。互联网操作需要一定程度的文化水平，不同教育程

度的老年人学习能力和信息鉴别能力有差异，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更容易遇到文字障碍和难以分辨

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导致老年人不信任或排斥使用互联网。城镇老年人普遍受教育程度更高，对互联网

的操作和适应能力也更强，能够更好的适应互联网给生活带来的变化，从而生活满意度也更高。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城镇老年人为中心进行分析，基于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

使用情况对城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何影响及如何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互联网对城镇老年人生

活满意度呈正向显著作用，且经过倾向匹配方法检验后结果稳健。第二，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城镇老年人

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群体差异。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女性城镇老年人的影响更显著；60~69 岁低龄城镇

老年人 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70 岁及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影响并不显著。受教育水平在 5%的水平上正向

显著影响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城镇老年人，在 10%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城镇老年人，

对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城镇老年人影响并不显著。 
时代在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不断的变化，互联网 + 人口老龄化给我国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

让老年群体融入互联网时代，共享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便捷和乐趣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话题。老年群体在

互联网使用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的困难，我们应鼓励老年人克服困难。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32%老年人由于

经济、知识水平的限制至今仍在使用“老年机”，只有少部分老年人能经常使用社交软件，熟练操作移

动支付、一键预约等流程。城镇老年人退休金更高，社会保险缴费比例也更高，所以对互联网信息时代

的适应性也更强，疫情期间，已有许多老年人克服困难，能够使用健康码和网络支付功能，为生活带来

了很大的便利。互联网的使用很大程度上影响老年群体的生活，人际交往、医院挂号预约、打车、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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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离不开互联网的使用，年轻人在享受互联网带来的红利时，老年群体却因为种种原因被隔离在外。

其实，他们在主观意愿上还是想通过互联网获得更多信息，却由于种种原因，对互联网无所适从。为了

促进老年群体更好的融入互联网社会，防止与社会脱节。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教育，培养孩子对长辈的耐心，老年群体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大多数子女

认为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很少愿意耐心为老年人解释，在老年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询问过程中大部分

出现不耐烦等情绪，代际隔阂阻碍了老年人学习互联网知识，子女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在父母询问时

耐心为他们解答，教会父母如何分辨虚假信息，哪些信息是正确的，哪些信息是不正确的。 
第二，呼吁各大网络公司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互联网企业扩大老年人信息数据覆盖面，及时更

新老年数据库健康信息，设立老年人健康模式，例如除了我们常常看到的网络公司为防止未成年人沉迷

游戏设置的青少年模式，老年模式也应该制作推出。现在的界面大多是为年轻人设计的，界面复杂且内

容多，老年人在使用过程中存在很大困难。老年模式可以将网页内容简易化，方便老年人理解，将字体

放大，减少虚假有害信息，做到简单、安全、便捷，丰富内容类别，调查老年人普遍关注的话题，增加

相关内容，满足老年人精神和休闲娱乐的需求。除此之外，还可以设计更适合老年人的智能设备，增加

针对老年群体技术与功能上的适配性，开发 APP 人机交互功能，帮助老年群体更好的使用互联网。 
第三，发挥社区交往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社区可以举办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特色课程，

组织小区老年人互帮互助、共同学习互联网操作技巧，帮助老年人积极学习互联网技术，摒弃自卑与害

怕困难的心理。另外，社区还可以组织志愿者团队或者派专业人员为老年群体普及互联网信息安全等相

关信息，志愿者团队可以由那些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一定的互联网基础的老年人组成，作为社区和老

年群体之间的桥梁，既能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也满足服务于社会的需求，与专业人员相比，更能节约

社区的财力和物力，主要负责宣传、组织的基本工作。专业人员的专业性则更高，可以负责讲座、课程

等相关内容，提高老年人的安全意识，防止老年人被虚假信息所欺骗。在社区和家庭的共同努力下，老

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老年群体会更快地融入互联网社会。与此同时，提高老年人网络安全意

识，防范互联网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四，政府提供相关支持，加强对互联网安全的监管，老年群体对新鲜事物接受的滞后性，和对互

联网存在刻板印象，不信任互联网等影响老年人对互联网的使用情况。政府加强对互联网安全的监管可

以增强老年人对互联网的信任感。政府还应继续在供给侧推动企业开发更多的适老化产品，在需求侧推

动智能化设备和互联网技术在城镇老年群体中的普及。考虑到部分老年人收入较低，政府通过资金补贴

帮助老年人以更优惠的价格购买上网设备。一部分财政可以用于互联网安全信息和相关知识的普及。鼓

励互联网行业开发更适用于老年人的软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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