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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使老年人心理健康保障面临严峻的挑战，而且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压力，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内容。代际支持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同

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老年网民的数量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对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基

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数据，分析了代际支持和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发现：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互联网使用对代际支持起到了一定的替代作用。异

质性分析发现，子女见面频率对老年女性的心理健康影响没有显著影响，代际支持对高龄老年人心理健

康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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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epening of the degree of aging makes the elderly mental health security face severe ch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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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es, and causes great pressur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and economy.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social concer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Meanwhile, with the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the number of elderly Internet users is also growing continuously,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life and psychology of the elderly. Based on the Chinese Family Tracking Survey 
(CFPS) 2020 data, the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Internet use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was analyzed. The study found that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has a significant posi-
tive impac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and Internet use plays a certain alternative role i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oun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f child meeting fre-
quency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older women an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older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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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健康中国战略要求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1]。2019 年《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心理健康促进行动[2]。自

2000 年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面临巨大压力。预计我国老龄化程度到 21
世纪中叶达到峰值，65 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 27.9%。目前，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主要的养老方式，

代际关系会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3]。而且随着生育率下降、劳动力短缺、生存压力增

大，女性更多地投入到劳动力市场中、代际居住分离，子女和父母相隔两地等原因，子女很难完全照顾

到老人，导致代际支持资源却严重缺乏，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以及生活质量。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互联网，特别是疫情当下，所有的消息来源以及

日常出行活动都要依靠互联网，互联网在各种养老服务中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可以说没有互联网我们

寸步难行。随着互联网对生活影响越来越大，老年人对互联网使用也产生了大量的需求，越来越多的老

年人已经学会使用互联网，互联网的使用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并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的

影响[4]。值得我们探究，因此，在此背景下，研究互联网使用是否会替代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

康产生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设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互联网，互联网重塑了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学习新的技能，

提高我们的适应能力，不断学习更新融入新环境，这是一个快速更新换代、自我发展的时代。如今，互

联网产业已逐渐成为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的使用让老年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与

社会发展同步、实现再社会化[5]。老年人使用互联网主要用途有三种，一是发送电子邮件，二是获取旅

游相关信息，三是寻求与健康相关的信息，比如健康饮食和寻找有关医生的信息。使用互联网使老年人

加强了与他人的联系，减少社会孤立[6]。同时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好，慢性病患病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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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水平更高[7]，频繁使用互联网有助于老年人的抑郁和生活满意度[8]。 
假设 1：互联网使用促进了老年人心理健康 
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问题，心理健康问题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学术界

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研究涵盖内容非常丰富，代际支持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代际支持是指家庭内部

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资源互换关系，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层面[9] [10]。在经济支持方

面，老年人的社会角色随年龄的增长渐趋弱化，容易产生自我否定或无力感，但给子女提供的经济帮助

会让他们产生被需要的充实感，从而得到心理上的慰藉与满足[2] [9]。父母接受子代支持对心理健康具有

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不同维度的代际支持如何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还存在较大的争议[11]。互联网

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沟通与交流，特别是可以和孙辈交流，拉近与孙辈的距

离促进关系。 
假设 2：互联网使用对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起替代作用。 

3. 数据、变量和模型设定 

3.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是(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2020 年数据集，该数据是一项全国性质、综合性的

社会调查，基于研究需要，剔除关键变量缺失值，最终整理得到 5129 个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微观样本。 

3.2. 描述统计分析 

3.2.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采用 CES-D 抑郁量表得分。所谓抑郁是根据过去一周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的发生频

率，回答“几乎没有”“有些时候”“经常有”“大多数时候有”分别赋值 0~3 (积极情绪则反方向赋值)，
上述问题得分加总，取值范围是 0~24，分值越大表明抑郁越严重。这个得分与你的情绪和平时的精神状

态尤为密切，在不同的时间段测量，可能会得到不同的抑郁数值，但是基本符合现实情况。 

3.2.2. 核心解释变量 
在代际支持变量中子女代际支持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日常照料(是否帮你料理家务或照顾你的饮食

起居)、经济支持(是否向你提供经济帮助)、情感支持(老年人与子女的见面频率)。 

3.2.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年龄、性别、教育、婚姻)、健康特征(自评健康状况)。 

3.2.4. 中介变量 
互联网使用情况根据题项“您是否使用移动设备(比如用手机、平板上网)”和“您是否使用电脑上网”

两个问题测量，如果受访者回答既不使用移动设备上网也不使用电脑上网，则视为未使用互联网并赋值

为 0，否则视其使用互联网并赋值为 1 (见表 1)。 

3.3. 模型设定 

首先，本文以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为被解释变量，代际支持为核心解释变量，加入互联网使用作

为调节变量，个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作为基准回归模型，分析代际支持对老年健康

的影响。本文主要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一般形式是 0 1 1 0m mY X Xβ β β ε= + + + +

其中， 0β 是常数项， 1β ， 2β ，…， mβ 称为偏回归系数， ε 是随机误差。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2.119678


张源 

 

 

DOI: 10.12677/aam.2022.119678 6414 应用数学进展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assignments 
表 1. 变量定义及赋值 

 变量设置 赋值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心理健康状况 数值越高，抑郁程度越严重 12.677 6.227 

自变量 

代际支持    

子女经济支持 0 = 否；1 = 是 -0.130 2.008 

子女生活照料 0 = 否；1 = 是 -0.316 -2.335 

子女见面频率 
1 = 几乎每天；2 = 1 周 3~4 次；3 = 1 周 1~2 次；

4 = 1 月 2~3 次；5 = 1 月 1 次；6 = 几个月 1 次；

7 = 从不 
2.269 3.775 

子女联系频率 
1 = 几乎每天；2 = 1 周 3~4 次；3 = 1 周 1~2 次；

4 = 1 月 2~3 次；5 = 1 月 1 次；6 = 几个月 1 次；

7 = 从不 
2.354 3.562 

中介变量 是否上网 0 = 否；1 = 是 0.104 1.095 

人口经济特征 
年龄 连续性变量 70.121 7.370 

性别 0 = 女；1 = 男 0.486 0.499 

 户口类型 1 = 农业户口；3 = 非农户口；5 = 没有户口； 
7 = 居民户口 

2.368 3.419 

 学历 
0 = 文盲/半文盲；1 = 小学；2 = 初中； 

3 = 高中/中专/职高；4 = 大专；5 = 本科； 
6 = 硕士；7 = 博士 

1.833 2.709 

 婚姻状况 1 = 未婚；2 = 有配偶；3 = 同居；4 = 离婚； 
5 = 丧偶 

2.476 1.094 

 自评健康状况 1 = 非常健康；2 = 很健康；3 = 比较健康； 
4 = 一般；5 = 不健康 

3.285 2.008 

注：样本数为 5129。 

4. 实证分析和讨论 

4.1. 回归分析 

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线性回归当中，本文采用直接输入的方法检验互联网使用及

其控制变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程度。在模型检验方面 F 值为 146.02，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模型的 R2为 0.166，调整后为 0.165，模型拟合效果良好。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of Internet use impact on elderly mental health status 
表 2.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基准回归 

变量设置 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 

互联网使用 −0.181*** (0.011) 

性别 −0.125* (0.022) 

年龄 0.000 (0.001) 

户口类型 −0.009**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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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学历 −0.011*** (0.002) 

婚姻状况 0.040*** (0.010) 

自评健康状况 −0.181*** (0.005)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在 5%的结果上显著(见表 2)。假设 1 得到验证。老

年人使用互联网可以与外界保持联系，与家人和朋友交流沟通，排解孤独感，同时可以获取外界信息，

在网络上进行学习，特别是一些养生预防疾病的知识，也可以通过短视频或者其他娱乐节目丰富生活。

通过这些途径可以提升社会满意度，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采用分层回归的方法对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第 1 步检验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

影响，结果见表 3；第 2 步检验代际支持对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影响，结果见表 4；第 3 步，检验互联网使

用在代际支持和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中介作用，结果见表 5。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generation support on mental health in older adults 
表 3.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设置 
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子女经济支持 −0.306*** (0.004)   

子女生活照料  −0.039*** (0.004)  

子女见面频率   −0.009** (0.002) 

性别 −0.147*** (0.023) −0.146*** (0.023) −0.138*** (0.023) 

年龄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户口类型 −0.014*** (0.003) −0.014*** (0.003) −0.014*** (0.003) 

学历 −0.012*** (0.002) −0.012*** (0.002) −0.014*** (0.002) 

婚姻状况 0.042*** (0.010) 0.043*** (0.010) 0.042*** (0.010) 

自评健康状况 −0.109*** (0.005) −0.109*** (0.005) −0.114*** (0.005) 

 
如表 3 所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分别用代际支持的三个变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做了

回归，均在正向水平上显著。子女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可以减轻老年人的生活负担，与子女见面缓解了

老年人孤独感，子女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起到促进作用。 

4.2. 中介效应分析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可以看出，代际支持与使用互联网

均为显著正相关关系，子女经济支持为老年人提供了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保障了使用互联网的基本条

件。更多的生活照料可以让老年人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使用互联网。经常见面让老年人受到影响，尝试

一些新鲜事物，让老年人更多地融入年轻人当中，在交流互动中学会使用互联网。 
如表 5 所示，互联网使用情况在代际支持和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在加入互

联网使用情况之后，经济支持和子女照料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没有发生变化。互联网的使用需

要经济支持，比如基础的网络费用，还有一些网络消费，在上网之后可能会引发老年人的消费欲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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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照料正向关系增强了，老年人使用互联网主要的用途是网络聊天工具，如微信聊天代替了现实中的

见面其次是看短视频和新闻，通过网络他们和外界的联系加强了，一方面互联网可以转移老年人注意力；

另一方面可以弥补老年人的空虚，尝试一些新鲜事物来丰富他们的生活，同时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

现代生活中，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 
 

Table 4.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s a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ternet usage 
表 4. 代际支持对互联网使用情况的逐步回归分析 

变量设置 
互联网使用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子女经济支持 0.090*** (0.005)   

子女生活照料  0.093*** (0.005)  

子女见面频率   0.044*** (0.003) 

性别 0.094*** (0.026) 0.092** (0.026) 0.072** (0.026) 

年龄 −0.012*** (0.002) −0.012*** (0.002) −0.012*** (0.002) 

户口类型 0.026*** (0.003) 0.025*** (0.003) 0.026*** (0.003) 

学历 0.015*** (0.002) 0.016*** (0.002) 0.018*** (0.002) 

婚姻状况 −0.015 (0.012) −0.017 (0.012) −0.010 (0.012) 

自评健康状况 0.236*** (0.005) 0.236*** (0.005) 0.242*** (0.005) 

 
Table 5. Analysis of the mediation role of Internet use i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older 
adults 
表 5. 互联网使用在代际支持和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中介作用分析 

变量设置 
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子女经济支持 −0.021*** (0.004)   

子女生活照料  −0.023*** (0.004)  

子女见面频率   −0.015 (0.002) 

互联网使用 −0.169*** (0.012) −0.168*** (0.012) −0.180*** (0.011) 

性别 −0.131*** (0.022) −0.131*** (0.022) −0.125*** (0.022) 

年龄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户口类型 −0.010** (0.003) −0.010** (0.003) −0.009** (0.003) 

学历 −0.010*** (0.003) −0.010*** (0.002) −0.010*** (0.002) 

婚姻状况 0.040*** (0.010) 0.040*** (0.010) 0.040*** (0.010) 

自评健康状况 −0.069*** (0.005) −0.069*** (0.005) −0.070*** (0.005) 

4.3. 异质性分析 

筛选出了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分别对性别、城乡和年龄做异质性分析如表 6 所示，结果发现与子

女见面频率对女性群体的影响不显著；城乡差异不明显；代际支持对高龄老年人身体健康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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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mental health status in older adults 
表 6.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设置 子女经济支持 子女生活照料 子女见面频率 控制变量 观测值 

性别 
女性 −0.037*** (0.007) −0.042*** (0.007) −0.008 (0.005) Yes 2492 

男性 −0.037*** (0.005) −0.038*** (0.006) −0.011** (0.003) Yes 2636 

城乡 
农村 −0.036*** (0.006) −0.038*** (0.006) −0.009** (0.003) Yes 3498 

城市 −0.062*** (0.009) −0.066*** (0.009) −0.030* (0.006) Yes 788 

年龄 
60~75 岁 −0.045*** (0.005) −0.048*** (0.005) −0.014*** (0.003) Yes 4328 

75 岁以上 −0.002 (0.011) −0.002 (0.011) 0.010 (0.007) Yes 800 

 
根据以上分析，假设得到验证。互联网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子女的情感支持。所以在互联网

达到更高程度的普及的将来，老年人可以减少孩子的陪伴和照护的需求。影响高龄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主

要是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 

5. 结论和建议 

5.1. 结论 

1) 互联网使用有利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互联网使用可以排解老年人的孤独感，加强与外界的联系，

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与心理满足，从而会对心理健康产生正向影响。 
2) 互联网使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子女的见面需求，因为线上聊天工具的普及，替代了线下见面

作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在自身经济条件和物质条件充分的条件下，互联网使用可以给予老年人情感慰

藉，在少子化无子化的时代，互联网可能会替代子女给老年人提供精神需要。 

5.2. 建议 

1) 提高互联网的普及程度，激发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动机。针对农村老年人精准扶持，开设老年人互

联网使用课程，增强老年人互联网使用能力，从而提升老年人互联网使用体验。 
2) 保证经济基础是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前提，老年人没有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子女经济支持和生活照

料，因此要加强子女经济支持。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需要更多的日常生活照料。一方面可

以由子女提供，另一方面国家应该完善长护险政策，帮助失能半失能老人，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同时

也可以减轻子女负担。 
3) 生产老年友好型产品，减少老年人数字参与的心理障碍。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产品

可供老年人选择，越来越多的产品提供老年友好服务和界面，但是很少有真正适合老年人的产品，因此

针对老年人特点设计专门产品，打破老年人互联网的工具障碍，为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提供便利，破除老

年人数字鸿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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