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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老龄化程度正不断加深，伴随着深度老龄化而来的还有老年人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随着生活水平、

社会关系与身体状况的改变，老年群体容易出现抑郁、自卑等负面情绪，长此以往还可能会伤害到老年

人身体健康。了解互联网使用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可以使互联网在发展过程中能更好地服务于老年人。

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通过MIMIC模型探究了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

响。研究发现：手机使用、上网频率这两项互联网使用指标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老

年人积极参与活动的作用与互联网使用类似，能对老年人身心健康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上门医疗类服

务对老年人身心健康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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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gree of aging in China is deepening. With the deep aging, there ar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the elderly. With the changes of living standards, social relations and physical 
conditions, the elderly are prone to depression, inferiority and other negative emotions. In the 
long run, it may also harm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can make the Internet better serve the elderly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
ment. Using the data of China’s social tracking survey of the elderly in 2018, this paper expl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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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through the mimic 
model.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frequency of Internet use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the role of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is similar to 
that of Internet use, which can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the impact of home-based medical services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is not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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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以来，伴随着“银发浪潮”的冲击，中国已加速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

结果显示，截至到 2021 年，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 2.64 亿，占总人口比重的 18.7%，这意味着

我国人口老龄化呈加速发展趋势，“十四五”时期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据中国发展基金会发布报告

预测，到 2050 年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增长至近 5 亿。伴随深度老龄化而来的是堪忧的老年健康状况，

老年群体往往患有更多的身心疾病，容易出现精神问题，发生自杀意念的风险更高。《中国老年心理健

康白皮书》指出，95%的老年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老年群体情绪容易出现问题。2019 年 6 月国

家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指出，随着老年人生活状况、社会关系、身体状况的改变，如身体变弱、伴

侣去世，这些变化都会带来自卑、无价值感的负面情绪，如果这些情绪得不到及时处理，将引起抑郁或

焦虑等心理问题。因此，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应该受到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迅速，已逐渐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引

擎。根据第 48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中国互联网网民数量达到 10.11
亿，其中，60 岁以上网民比例为 12.2%，呈逐年上升趋势，老年群体逐渐成为网民数量增长的主要来源。

老年人对互联网使用的需求不仅能够反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互联网进程的深远影响，同时对老年人的身

心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在此背景下，研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2. 文献综述 

随着信息化和互联网的普及，“互联网 + 养老服务”的逐渐发展。国内学者关于互联网使用与老年

人健康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主要研究方向还是老年人心理健康方面。洪建中等(2015)在分析了老年人

网络使用状况的基础上考察了网络使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发现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心理有

促进作用[1]。吴新慧(2017)指出，老年人互联网使用鸿沟并不存在，但高龄、收入状况较低和农村老年

群体存在着互联网接入鸿沟[2]。李志光、贾仓仓(2021)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有助于缩小老年

人群体之间的心理健康差距[3]。近几年来，国内学者不只局限于研究心理健康方面，还在心理健康的基

础上加入了身体健康，组成了老年人身心健康。汪连杰(2018)利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得出互联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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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有明显提升作用[4]。赵建国、刘子琼(2020)基于再社会化理论，建立了有序 Probit
回归模型。实证结论为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心理健康的提升

作用高于生理健康[5]。候建明、周文剑(2022)利用二元 Logit 回归模型，并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利用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结论为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状况都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6]。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关于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较为系统，且形成了较为完

善的研究体系；而受到“互联网+”养老产业起步晚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学者关于互联网与老年人身心健

康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同时在实证分析中，处理数据上大多采取了回归的方法，使用其它方法的

较少。基于此，本文拟利用 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调研数据，通过 MIMIC 模型探究互联网使

用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以期为提高我国老年人健康水平，为促进“互联网+”养老的贯彻实施提供

参考依据。 

3. 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 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这是一个全国性、连续性的大型社

会调查项目。项目样本来自全国 28 个省、市及自治区，同时该项目自从 2014 年开展全国范围的调查后，

本次数据已经是第三次的调研数据了，样本量达到了 11,418 份，样本整体具有很好的代表性。该项目能

够提供受访者的社会人口属性、健康、生活方式、社会态度、阶级认同等等内容，其中就包括本文需要

的互联网使用状况和各项健康状况。 
(二) 变量选择与测量 
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方面包括手机使用和上网频率两个变量。“手机使用”变量选取调查问卷中

的 D19 题，“您现在是否使用智能手机”。“上网频率”变量选取调查问卷中的 D21 题，“您上网吗？

(包括用手机等各种电子设备上网)”。 
被解释变量：老年人身心健康通常可分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结合调查数据的实际情况和有关学

者的研究，以自评身体健康和客观身体健康作为身体健康的指标，以自评心理健康作为心理健康的指标。

“自评身体健康”指标选取 B1 题“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怎么样”。“客观身体健康”指标选取

B12-1 题“您最近两年内住院多少次”。“自评心理健康”指标选取 E2-1 题“过去一周您觉得自己心情

很好吗”。 
控制变量：本文加入的控制变量主要为个人特质和社会特质，包括年龄、性别、户籍、文化程度、

居住情况、婚姻状况。 
(三) 实证模型 
本文所使用的模型为多指标多因素(MIMIC)模型，MIMIC 模型作为结构方程模型中一种特殊的模型，

它使用外生变量来预测内生潜变量，但仍假设外生变量没有测量误差。从本文的模型来看，被解释变量

“老年人身心健康”属于潜变量，但难以通过普通的量化方法来测量，所以本文采用 MIMIC 模型并用“自

评身体健康”、“客观身体健康”和“自评心理健康”来测量“老年人身心健康”。模型如(1)式所示： 

xη α ζ= + Γ +                                      (1) 

测量模型如(2)式所示： 
y yη ε= +                                       (2) 

在(1)式中，η是潜变量，即老年人身心健康；x 是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互联网使用。由手机使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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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频率组成；Γ 表示指标变量每变动一个单位后的潜变量变化量；ζ 表示随机扰动项。而在(2)式中，

( )1 2 3, ,y yy y= 为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指标变量，由自评身体健康、客观身体健康和自评心理健康组成。 

4. 实证结果分析 

图 1 为老年人身心健康的 MIMIC 模型图。右侧为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检验性因子分析结果。三个指标

的因子载荷系数都为正，都在 0.1%水平显著。拟合指标 RMSEA = 0.038 < 0.05，SRMR = 0.022 < 0.05，
CFI = 0.922 > 0.9，表明所构建因子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与真实模型之间已没有显著的差异。这些结果

说明整个因子模型及载荷系数都是显著的，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测量模型是成立的。 
图 1 左边为 MIMIC 模型非标准系数估计结果，手机使用和上网频率两项指标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回

归系数分别为 0.17 和 0.036，得数均为正数，且都在 0.1%水平显著，说明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身心健康

产生正向影响。 
图 2 为进行了标准化变换后的老年人身心健康 MIMIC 模型图，图中的回归系数已经由非标准化系数

转换为标准化系数。从上图中可以看到在互联网使用的两个指标中，手机使用、上网频率每增加 1 个单

位，老年人身心健康分别提高 0.15 和 0.11。手机使用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较大，而上网频率对老年

人身心健康的影响较小。 
 

 
Figure 1. Estimation results of MIMIC model fo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图 1. 老年人身心健康 MIMIC 模型估计结果 

 

 
Figure 2. Estimation results of MIMIC model fo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Standardization coefficient) 
图 2. 老年人身心健康 MIMIC 模型估计结果(标准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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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老年人身心健康还会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在表 1 中 MIMIC 模型(1)~(3)中进一步增加控制变

量，包括性别、文化程度、居住情况、婚姻状况等。通过观察回归系数和显著性的变化，验证实证结果

是否稳健。 
表 1 中 A 部分是各个因素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结构模型估计结果，为了保障模型结果的稳健

性，在方程(1)~(3)中逐步加入各类控制变量。从方程(1)~(3)中可以看到，在加入了控制变量后，手机使

用和上网频率这两项指标仍对被解释变量“老年人身心健康”呈现显著影响，同时与初始的 MIMIC 模型

的估计结果相对一致，均为正向影响，说明该模型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表 1 中 B 部分是“老年人心理

健康”测量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初始的 MIMIC 模型结果基本一致。C 部分是整个模型的拟合指标，在这

几个 MIMIC 模型中，拟合指标 RMSEA < 0.05，SRMR < 0.05，说明模型整体拟合较好，估计结果可以

接受。 
在方程(2)中加入了三项老年人活动参与情况，结果显示这三项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有着显著的正向影

响，原因在于老年人参与活动的本质和效果和参与互联网使用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包括与他人进行沟通

交流、陶冶情操等等好处，这些都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有益处。在方程(3)中加入了上门医疗类服务，结果

显示这两项服务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有：医疗类服务对身体健康会有影响，但

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过小；实际上使用了上门医疗类服务的老年人很少，在 CLASS 数据库中此类的样本数

量过小，难以对模型产生足够的影响。 
 

Table 1. Extended MIMIC model estimation table 
表 1. 扩展的 MIMIC 模型估计表 

模型 方程 
估计方法 

初始模型 
ML 

(1) 
ML 

(2) 
ML 

(3) 
ML 

A 结构模型 

手机使用 0.17**** 
(6.11) 

0.11**** 
(4.07) 

0.11**** 
(3.65) 

0.10**** 
(3.73) 

上网频率 0.036**** 
(4.39) 

0.028**** 
(3.44) 

0.020*** 
(2.30) 

0.021*** 
(2.55) 

性别  0.285* 
(1.83) 

0.219* 
(1.30) 

0.018 
(1.15) 

文化程度  −0.52**** 
(−8.26) 

−0.059**** 
(−8.64) 

−0.057**** 
(−8.67) 

婚姻情况  0.1**** 
(6.64) 

0.093**** 
(5.78) 

0.084**** 
(5.34) 

看电视/听广播/读书   0.018**** 
(3.29) 

0.014**** 
(2.77) 

打麻将/下棋/打牌等   0.022**** 
(3.26) 

0.020**** 
(3.11) 

广场舞   0.033**** 
(3.52) 

0.033**** 
(3.58) 

上门护理    −0.001 
(−0.08) 

上门护理    −0.001 
(−0.08)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2.123060


张洪源 
 

 

DOI: 10.12677/orf.2022.123060 586 运筹与模糊学 
 

Continued  

B 测量模型 

自评身体健康 1 
(64.69) 

1 
(42.74) 

1 
(39.55) 

1 
(38.68) 

客观身体健康 0.78**** 
(10.89) 

0.70**** 
(12.16) 

0.63**** 
(11.59) 

0.70**** 
(11.89) 

自评心理健康 0.17**** 
(8.04) 

0.17**** 
(15.16) 

0.20**** 
(7.28) 

0.23**** 
(7.52) 

C 拟合指标 

RMSEA 0.038 0.032 0.037 0.039 

SRMR 0.022 0.019 0.019 0.019 

CFI 0.922 0.888 0.784 0.735 

5. 结论 

本文使用 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通过 MIMIC 模型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身心健

康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身心健康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手机使用与上网频率相

比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更大；老年人积极参与传统娱乐活动也能取得与互联网使用相同的效用；上

门医疗类服务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没有显著影响。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为尽可能推进智慧养老和“互联网+”养老，首先老年人要

学会如何上网，应该对老年人进行培训，让老年人熟悉互联网，多接触和使用各类智能产品；其次，可

以依托社区，建立老年人交流中心，开展各类活动，活动形式即可以包括广场舞等传统活动，也可以包

括互联网方面的活动。最后，目前适合老年人使用设备和软件还不够多，无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精

神需求，应该多多开发简单易懂的适合老年人使用的设备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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