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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快速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与此同时，社会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

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备受关注，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本文旨在探究互联网使用

和我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关系，研究数据来源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采用二元

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正向的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互联网使用可以促进老年

人更加有效快捷的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建议从家庭、社会、社区、企业四个方面入手，推动老龄化积极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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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has brought great convenience to 
our life. At the same time, the speed of social aging has been accelerating,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has been paid much attention to, and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aily life of the elderl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The research data are from the 2018 China Elderly 
Social tracking survey data (class). Th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s adop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net use positively affects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The use of Internet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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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 the elderly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activities more effectively and quickly. It is suggested 
to promote the positive process of aging from four aspects: family, society, community and enter-
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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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能够体现目前的生活品质，也能够体现出老年人的幸福指数。目前我国正积极

推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关注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更有利于我们了解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从而提出专

业化的养老措施，推动经济发展。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极大的推动了生活的便利，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发展的同时也有了新的挑战。互联网的使用可以帮助老年群体更快速的融入

到社会的新发展中去，通过互联网获得最新的资讯信息，积极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推动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可以扩大老年人的社交范围，通过互联网加强与周围人的沟通交流，缓解老年人的孤单感。

但是互联网的发展红利却没有使大部分的老年人受益，老年群体的数字化程度较低，数字鸿沟日益凸显。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会对生活满意度产生怎样的影响，尤其在我国爆发

疫情后，防疫政策下的出行和日常生活对于老年人的数字化程度要求更高，为了更好的了解老年群体的

需求，探究互联网的使用对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可以更好的帮助老年人适应当前数字化时代的

发展，并且研究数据来源于专门聚焦老年人的全国性数据，更加全面和专业，对于推动老龄化积极发展

带来启发，帮助老年群体适应网络技术改革，有助于为政府对于互联网适老化改造提供政策思路。 

2. 文献综述 

1、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能够衡量日常生活的幸福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健康状况，更是心里健康的评

价和感受。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不仅反映了老年人的心里健康状况，还体现了个人生活状况和身体健康

情况[1]。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受到重视，但是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有些欠缺。

一些学者通过调查老年人的年龄、性别、居住地、受教育水平等来分析对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

度[2]。 
参与社会保险的老年人会增加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研究表明，享受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在退休后或

者因不可抗力因素的情况下丧失劳动能力可以获得基本稳定的收入，保障了老年人的后顾之忧，减轻了

部分的经济压力，同时也减轻了家庭负担[3]；另外参与社会保险保障了晚年基本生活之外，也使得更多

的老年人关注自己的精神层次需求，但是由于年龄、工作、收入和生活的变化，家庭成员的陪伴减少，

生活的幸福感减少，精神需求仍然无法得到满足[4]。自评健康也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之一，对生活

的满意度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进行的评价，自评身体状况为健康的老人生活的满意度更高。家庭成员

对于老年人的生活和精神都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年龄的原因导致身体机能下降并且患病，影响到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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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这时候家庭对于老人的照顾和经济支持非常重要，对于老年人的精神陪伴更为重要，家人的关怀和

陪伴对于老年人的心理会带来极大的安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孤独感，进而对于生活更加满意[5]。
社会活动能够增加老年人与外界沟通的频率和机会，鼓励老年人多多参与，让他们感到与社会脱不节，

从而提高生活满意度[6]。 
2、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老年人上网也逐渐常态化，老年人是使用互联网数量增长最快的群体[7]。如今

的数字化时代，是否能够快速融入到信息化的社会，使用互联网和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是否有关联，引起

了学界的关注。有的学者认为使用互联网负面的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老年人在面对互联网时，

难免会遇到各种麻烦和问题，并且很不容易发现一些隐形的陷阱，结果带来经济和精神方面的伤害[8]，
其次是长期沉迷于网络会造成老年人减少与外界的沟通，长此以往会增加他们的孤独感，造成对生活的

不满意[9]。有的学者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使用互联网正向的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老年人可以通

过互联网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尤其是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对于网络的需求更加强烈，不仅丰

富了自己的生活，也增加了和亲朋好友交流的机会，增添了更多的线上娱乐活动，提高了生活的趣味性

[10]。还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是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在使用互联网时影响到了其他变量，老年人受到这些

变量的影响，从而提高了自己的生活满意度[11]。 

3. 数据及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的研究数据是根据 2018 年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截面数据，覆盖面广，数据新颖客

观，并且基本上代表了中国老年人的总体情况，和本文的研究目的契合。本次数据库总计 11,419 个样本，

经过对于总样本的筛选和处理，剔除掉无关的样本和变量中缺少的值，最终得到的有效样本量为 11,055
个。 

因为我们是使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所以将问卷中的变量重新赋值变成新的二分变量，所研究

的被解释变量是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将问卷中回答为很满意和比较满意合并为满意并赋值为 1；将问

卷中回答为一般、比较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合并为不满意并赋值为 0。本文所选取的关键解释变量为是

否上网，重新将问卷中的回答赋值，将每月至少上一次、每星期至少上一次和每天都上合并赋值为 1；
将每年上几次和从不上网合并赋值为 0。 

在综合分析本文研究的实际情况和已有的因素影响研究基础上，本文选取与生活满意度相关的其他

控制变量，首先是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居住地、文化程度和自评健康。其次是家庭特

征，包括子女经济支持和居住模式。最后是社会特征，包括朋友情感支持得分。 
2、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于已经得到的有效样本 11,055 个的所有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见表 1)，结果如下：将近 67.6%

的老人对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表示在我国大部分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很高。从关键解释变量来看，老年

人使用互联网的比例较小，仅占 18.5%，说明目前大部分的老年人都不上网。从基本的个人特征来看，

男女比例基本相同，平均年龄达到 71.4 岁，大部分属于低龄老人，婚姻状况来看，将近 67.6%的老人有

配偶，大部分的文化程度不高，仅有 24.3%的老人受过初中及初中以上的教育水平。居住在城市的老年

人比例高于农村，占比 58%。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自评为健康状态的占比 34.2%，并且大

部分还患有慢性疾病。从控制变量来看，子女经济支持在这里使用的是连续变量，均值为 6.67，说明子

女对于老人的经济支持占比很高，老年人与配偶居住占比 53.7%，和子女同住占比 33.8%，独居的老人数

量很少。从社会特征来看，朋友情感支持得分占比 63.7%，说明大部分的老年人得到了外部的情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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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sults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与赋值 均值/比例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生活满意度 1 = 满意， 
0 = 不满意 

0.676 0.472 

关键解释变量 是否上网 1 = 是，0 = 否 0.185 0.388 

 性别 1 = 男，0 = 女 0.506 0.233 

 年龄 连续变量 71.40 7.320 

 婚姻 1 = 有配偶， 
0 = 无配偶 

0.676 0.546 

 居住地 1 = 城市，0 = 农村 0.580 0.385 

 文化程度 小学以下 0.304 0.672 

  小学 0.356 0.874 

  初中 0.243 0.221 

  高中或中专 0.067 0.657 

  大专及以上 0.021 0.544 

 自评健康 1 = 健康， 
0 = 不健康 

0.342 0.893 

控制变量 子女经济支持 连续变量 6.67 2.283 

 居住模式 独居 0.125 0.127 

  与配偶居住 0.537 0.465 

  与子女居住 0.338 0.233 

 朋友情感支持得分 1 = 支持， 
0 = 无支持 

0.637 3.290 

 

3、模型选择 
根据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并将生活满意度分为满意和不满意两类，所以采

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所选取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 

1 1 2 2 3 31
pLn x x x

p
α β β β

 
= + ∧ + + + − 

 

在研究 10 个解释变量对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中，将其分为四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每一个回

归结果都以风险比 OR 值呈现。实证分析过程如下：模型 1 是引入关键解释变量是否上网进行回归的结

果；模型 2 是基于模型 1 加入个人特征的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居住地、文化程度和自评健康

进行二次回归的结果；模型 3 是基于模型 2 加入家庭特征的变量，包括子女经济支持和居住模式进行第

三次回归的结果；模型 4 是基于模型 3 加入社会特征，包括朋友情感支持得分得到第四次回归的结果。 

4.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 SPSS 软件对于数据进行处理，使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出了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生

活满意度的影响，见表 2。 
从模型 1 的回归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互联网的使用(P < 0.01)对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影

响，在模型 4 的回归结果中，即使增加了一些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因素，互联网使用仍然在 P < 0.01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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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上正向显著的影响。首先老年人在使用互联网时，能够快速便捷的满足自己日常需求，并且通过各

种软件和智能化设备，在互联网上学习、沟通和娱乐。对于一些年龄较大，本身患有基础病而行动不便

的老人，在互联网上可以帮助他们完成网上咨询、买药和购物等活动，这极大地提高了生活满意度。另

外，互联网作为沟通交流的媒介，在老年人因年龄增长和身体机能下降而加大了代际之间联系淡化时，

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沟通交流工具，并且更加省时快捷，增加了他们与家庭成员的沟通频率，从而获得心

理上的情感支持，促进代际关系的和谐，间接的提高生活满意度。 
从个人特征来看，年龄、居住地、文化程度和自评健康对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都有正向显著的影

响。家庭特征方面，子女经济支持(P < 0.05)和居住模式(P < 0.05)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正向显著的影

响，具体解释为子女经济支持每增加一个单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更高。子女对于老年人进行经济方

面的支持可以增加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缓解经济压力，同时有一定的精神慰藉，但是影响较小。与

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比独居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高 1.089 倍，老人与子女同住时，会减少孤独感，并且生

活能得到及时的照顾，提高了生活满意度。从社会特征来看，朋友感情支持(P < 0.05)对老年人的生活满

意度有显著影响，在老年人社交的过程中，通过互联网维系感情，获得对彼此的认同感，让自己的价值

观得到认可，从而提高生活满意度。 
 
Table 2.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in my country 
表 2. 互联网使用对我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是否上网 1.508*** 1.389*** 1.561*** 1.486*** 

性别  0.914 0.916 0.919 

年龄  1.012*** 1.011** 1.010** 

婚姻  1.107* 1.096 1.085 

居住地  1.206*** 1.202*** 1.204*** 

文化程度  1.085** 1.086** 1.080** 

自评健康  1.998*** 2.007*** 1.998*** 

子女经济支持   1.027*** 1.026** 

居住模式   1.094** 1.089** 

朋友情感支持    1.065** 

注：使用 SPSS 计算得出。其中，*表示 P < 0.1，**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根据(CLASS2018)的数据，通过 SPSS 软件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从霍斯默–莱梅肖检验结果

来看，四个模型的 P 值均大于 0.05，表示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模型拟合状况良好，具体见表 3。 
 
Table 3. Hosmer-Lameshaw test 
表 3. 霍斯默–莱梅肖检验 

霍斯默–莱梅肖检验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P 值 0.605 0.348 0.565 0.857 

5. 研究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研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分析，得出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对于生活满意度

https://doi.org/10.12677/orf.2022.124141


赵贺贺 
 

 

DOI: 10.12677/orf.2022.124141 1348 运筹与模糊学 
 

有显著正向的影响，而当前老年人的数字化程度偏低，如何让帮助老年人了解和使用互联网，并且利用

互联网去提高生活满意度，增加晚年生活的幸福感，积极推动老龄化建设，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家庭层面，子女应当认识到使用互联网的重要性以及承担起推进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责任，

对老年人的数字反哺是非常直接有效的方式，包括日常对于老年人进行智能手机教学，解答疑惑和介绍

最基本的技能。由于老年人对新事物接受较慢，对于互联网的使用不是很熟悉，子女应当付出更多的耐

心，给予鼓励和支持，并且挖掘老年人学习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去学习互联网知识来满足基本生

活，激励他们更快的适应数字化生活。互联网的使用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虚假信息和诈骗行为，除了国家

的管控，家庭成员也应当及时发现问题，并且帮助老年人提高认知水平，从而规避互联网上的风险。从

家庭层面去帮助老年人缩小数字鸿沟，家庭成员沟通的频率增加，代际关系在沟通中得到缓和融洽，提

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其次是社会层面，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龄产业亟需发展，过去老年人受到旧的观念影响，

对于互联网的信息处于主观隔绝的状态，而随着社会对于“互联网 + 养老”观念的重视，越来越多的老

年人开始改变自己的上网观念，参与到互联网发展的进程中来，成为了动力之一。国家应当鼓励企业去关

注到老年人对互联网的需求，适当开展适合老年人的互联网基本技能培训，让老年人真正掌握，不再害怕

运用网络，慢慢用互联网改变自己的生活，提升生活满意度。社区在推进老年人参与互联网生活中起到关

键作用，社区是老年人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沟通和获得信息最快速的方式，在社区中设立志愿者、开展

互联网知识普及和教学，使他们快速的掌握互联网的基本技能，当社区营造出良好的互联网学习和使用环

境，那么老年人也能快速的融入到互联网生活中，进而不断的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提升幸福感。 
最后是企业层面，企业应该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和需求，发展适合老年人的互联网产品。目前市场上的

互联网产品还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互联网产品字体的大小和颜色、提供语音的操作提示、快捷

键等功能还需要优化，另外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可以很好的融入到老年人的互联网产品中，给老年人提

供更多的便利服务。互联网产品的适老化发展需要更进一步，庞大的老年群体急需更加周全直接的互联网

产品，一方面企业抓住发展机遇，开拓老年人市场，提供更好更优质的互联网产品来刺激消费，另一方面，

老年人享受到智能优质的设备，加快融入数字化时代的生活，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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