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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处在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在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状况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而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传统媒介和新兴媒介的影响力度不断提高，在老年人群中也逐
渐得到广泛应用。本文从老年人媒介使用的角度出发，选用CGSS2017数据库，通过二元Logit模型进行分

析，并找到对老年人幸福感的不同影响因素作为变量指标进行分析，找到不同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是否显著。分析结果显示：传统媒介中的广播和电视是被老年人使用频度较高的媒介，可明显提高老年人

的主观幸福感。因此，在信息化和老龄化的时代背景下，要加强老年人传统媒介的普及应用，并将传统媒

介和新兴媒介相结合，进一步促进新兴媒介的使用频度，将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作为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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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is in the era of aging population.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the elderly pop-
ulation,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elderly in their later years.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media and emerging media ha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am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3.121017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3.121017
https://www.hanspub.org/


李浣琪 
 

 

DOI: 10.12677/aam.2023.121017 140 应用数学进展 
 

been increasing, and they are also gradually widely used in the elder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use of the elderly, this paper selects CGSS2017 database, analyzes it through binary Logit 
model, finds out differe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elderly’s well-being as variable indicators, 
and finds out wheth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dependent 
variables is significant.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traditional media 
are frequently used by the elderly,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Therefore, 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and aging,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a for the elderly, combine traditional media with emerging 
media, further promote the use of emerging media, and take improving the happiness of the el-
derly as the main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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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以来，中国逐渐走向老龄化社会，我国的老龄化在数量和增速上都位居首位，人口结构的

变化随即也带来一系列有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根据 2021 年最新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在最新一次的

全国人口普查中，我国范围内年龄在 65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量显著增多，人口数已达到 1.91 亿人左右，

占全国人口的 13.5%，与 2000 年相比，增长 6.5% [1]。老年人口比重的快速增长给社会带来了严峻的

挑战，最重要的一方面便是老年人的生活状况，这直接关乎着老年人能否顺利安享晚年，稳定生活和

养老，因此，老年人群的晚年生活状况成为了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对象。在众多关乎老年群体的指标

中，幸福感指标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可以直接展现出老年人的真实生活状况，通过分析老年人幸福感

可以从侧面衡量其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可以较准确的展现出老年人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和获得感[2]。
主观幸福感是一种个人主体层面的直接感受，能较直接地反映出个人真实生活状况，受到多种因素的

影响。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不仅有助于提高老年群体自身的生活水平，在国家和社会等较大层面

也同样有着重要作用[3]。 
信息媒介作为新时代对社会最具有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工具之一，全方位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求，

人们使用媒介去完成学习和工作任务，也可以通过媒介进行娱乐放松等休闲活动，影响着人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4]。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媒介因素是影响人们生活的重要因素，随着传统媒介和新兴媒介的

不断传播和应用，人们也逐渐熟练掌握不同媒介的使用。同时媒介也促进着社会的转型和发展，符合

新时代下国家发展转型的新要求新目标[5]。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升级，使用媒介的老年人数量逐渐增

多，媒介的影响范围以及应用范围也在逐渐扩大。社会各界通过义务宣传或者开设免费相关课程等方

式大力帮助老年人学会使用不同媒介，加强普及教育，提高了老年人的媒介素养以及媒介使用能力[6]。
并且随着不同媒体部门针对老年人开设了一系列相关的适合老年人的栏目板块，大大提高了对老年人

的吸引力，致使老人对媒介的使用率逐年提高，并且在媒介使用过程中逐步影响着个人幸福感和生活

质量[7]。本文利用相关数据，并选用适合的定量研究方法，去进一步详细分析媒介使用与老年人主观

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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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幸福一直是被人们所追求的人生目标，关于幸福的探讨也一直是深受人们喜爱，有关幸福感的被记载

的文字性表达可追溯于较早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时期，而对于主观幸福感这个名词的研究和探讨主要产

生于近代时期的美国，在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这段时期开始，我国也逐渐开始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8]。
主观幸福感是一种有关自身对生活满意度，获得感的评价感受，是一种依据主体自身对于生活质量的主观

评估，这种主观情绪的展现是最能表现个体自身真实感受的。情绪有好的也有坏的，是个人因外在环境影

响而产生的一种主观感受，可以最直面地反映出主体的感受，情绪和人之间是一种从属依附关系，无法独

立存在[9]。通过一些既有研究可知，幸福感与许多因素有关，在学术研究中，研究个体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及评价是测量个体幸福感大小的重要测量指标，可以较直观表现出一个人的生活现状及幸福感程度。幸福

感指数随着对生活水平和质量的评价升高而提升，紧跟着生活中的正向情绪和积极事物就越多[10]。 
在早期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财富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为紧密，但随着研究的不断开展和深

入，开始对不同影响因素划分类群进行研究，将影响的因素更加精细化的划分为多种变量，并将变量以

单个或组合的形式进行研究放进不同模型中[11]。近年来，我国老龄化人口不断上升，因此有关老年人群

的幸福感研究在不同领域也逐渐增多，相关领域的问题及发展策略也逐渐受到更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刘鸣筝指出，年龄因素影响着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当个体的年龄增大，那么他的主观幸福感也会有所变

化，会相应也提升。影响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现阶段，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初步分类，可大致

分为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12]。 
媒介因素也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媒介因素通过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发挥着影响。李敏通过研究

发现，个体对于媒介的接受程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当个人较容易接纳媒介，进行媒介的使用，

那么对生活的满意度评价将会相比于其他人来说较高，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也会相应的得到一定提升。

如果个体对媒介持有的接纳态度高，那么对生活的太多就会多倾向于积极正向态度。个体的主观性意识

和评价可以直接影响着对当前生活状况的态度和评价，从而影响着自身幸福感和满意度[13]。李嘉兴指出，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老年人也逐渐开始接触互联网等新兴媒介的使用，互联网可以加强人们之间的沟

通交流，老年人在逐渐使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介的过程中也会逐步提升自己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满意度。初

步的研究结论可大致概括为对互联网使用频率较高的老年人，其幸福感也会越高[14]。栾绍娇认为，传统

媒介中的报纸是作为媒介使用影响个人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报纸的使用会显著提高一个人的生活态

度，促进正向积极的生活态度产生，而相比于报纸，广播的影响力度要弱很多。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

人们往往只有借助于媒介因素才能第一时间获得所需的信息，媒介是个人与世界联系的重要纽带。但这

种现状会导致人们尤其是老年人无法准确辨别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就会造成过分将个人的幸福感寄托

于虚拟世界的假象[15]。 
现阶段，学界较少对于媒介使用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进行详细研究，而在科技化时代背

景下，信息数字技术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媒介因素也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在对老年人主观幸

福感进行研究时，有必要加入媒介使用这一重要因素进行探讨。 

3. 数据来源、变量界定与模型选择 

3.1. 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的研究数据是 2017 年的 CGSS 数据库中的相关调查数据。数据采用多阶分层随机抽样，覆

盖中国大陆全部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样本总计 12,582 份。研究对象本文选择的是年龄大于 60 岁的老

年人群，通过将相关变量进行清洗，对残缺值进行删除后，总共得到有效用的样本量为 347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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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变量界定 

3.2.1. 因变量 
将老年人自身对于主观幸福感的自我认知和评价作为因变量，将是否觉得生活幸福分为了各个等级，

其中只有比较和非常幸福被定义为幸福，其余等级都为不幸福，分别记为 1 和 0。如表 1 所示。 

3.2.2.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媒介使用，现阶段的媒介可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为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另一类为伴随

着互联网发展起来的新兴媒介。为调查老年人对媒介的使用情况，本文选取了六个指标，分别是使用报纸，

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和手机的频度，将这些指标作为自变量，分布赋值为 1~5。如表 1 所示。 

3.2.3. 控制变量 
本文将控制变量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个人因素，选取了个人特征中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兴趣爱好等指标。性别为男性和女性，年龄为 60 岁以上。教育程度从低到高划分为五档。健

康状况从“很不健康”到“很健康”赋值为 1~5。兴趣爱好具体包括四个方面，每个方面根据使用频度

分别赋值为 1~5。另一部分是家庭因素，包括经济和婚姻两个指标。将婚姻状况共分为有无伴侣两种，

分别记作 1 和 0。经济也划分为五个等级，分布赋值为 1~5。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of variables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描述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主观幸福感 不幸福 = 0；幸福 = 1 0.910 0.287 

控制变量 

性别 男性 = 0；女性 = 1 
按出生年份计算 

文盲 = 1，小学到普通高中 = 2，中专到大学本

科 = 3，正规本科 = 4，研究生及以上 = 5 
很不健康 = 1，比较不健康 = 2，一般 = 3，比

较健康 = 4，很健康 = 5 

0.478 0.500 

年龄 70.18 7.175 

教育程度 1.879 0.652 

健康状况 3.002 1.082 

空闲时间看电视或看碟 

每天 = 1，一周数次 = 2，一月数次 = 3， 
一年数次或更少 = 4，从不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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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伴侣 = 1，无伴侣 = 0 

1.537 1.082 

空闲时间参加文化活动 4.676 0.735 

空闲时间在家听音乐 3.915 1.473 

空闲时间参加体育锻炼 3.509 1.732 

家庭经济状况 2.520 0.796 

婚姻状况 0.732 0.443 

媒介使用

因素 

报纸使用频度 

从不 = 1，很少 = 2，有时 = 3， 
经常 = 4，非常频繁 = 5 

1.914 1.352 

杂志使用频度 1.502 0.926 

广播使用频度 1.895 1.298 

电视使用频度 4.058 1.075 

互联网使用频度 1.588 1.226 

手机定制消息使用频度 1.288 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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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模型选择 

根据 CGSS2017 的问卷调查结果，将因变量设置为两类，通过利用 stata14.0 来构建二元 Logit 回归

模型，分析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模型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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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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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模型线性变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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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老年人感到幸福的概率；βi：各变量回归系数；Xi：自变量；α0：回归截距项。 

4. 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模型 1 将个体因素作为自变量放入进模型中，表 2 结果表明，年龄、健康状况、空闲时间看电视或

看碟、在家听音乐以及参加体育锻炼都会显著影响着老年人的幸福感，这些个体因素与老年人的幸福感

有着较高的相关性。通过具体分析可知，老年人的年龄与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系数为 0.025，健康状况

的回归系数为 0.636，表明健康状况的逐级提高，幸福感每一级别增加 63.6%。空闲时间在家看电视或看

碟，在家听音乐或参加体育锻炼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更高。从个体因素的整体情况来看，健康状况的回

归系数绝对值最大，因此，健康对老年群体来说是首要重要的，也是最为关注的。对于老年人来说，健

康状况是最直接影响个人生活体验感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模型 2 是基于模型 1 中的变量后又将家庭因素中的两个变量考虑进模型中，表 2 结果表明，当加入

家庭因素后，跟模型 1 中的回归结果类似，年龄、健康状况、空闲时间看电视或看碟、在家听音乐以及

参加体育锻炼都和因变量有着明显的相关关系显示。同时，老年人自身所获得多少教育，以及在晚年生

活中参加老年人文化等活动的频率，都没有明显影响着其自身的幸福感。分析家庭因素的回归系数可知，

家庭实际收入的多少以及老年人是否结婚，是否还存在伴侣等状况都会影响着老年人在自身晚年生活中

的状态，与生活的幸福度有着相关性。老年人的所获教育多少，以及在老年生活中参加老年文化等活动

的频率和期望程度都会考虑自身所在家庭的经济状况，会根据实际的经济水平有选择的参加，从而导致

老年人获得感和满足感的参差。从婚姻状况可以看出，有伴侣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普遍高于无伴侣的老

年人。当加入家庭因素后，从整体看，家庭经济状况的回归系数高于健康状况，说明家庭经济状况每上

升一个层次，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会增加 93.7%。 
模型 3 的目标是要单独观察媒介使用这一因素的影响程度，因此自变量的选择上只采用媒介使用因

素，单独进行回归分析。表 2 结果表明，当只考虑老年人媒介使用情况这一因素时，广播的使用频度影

响系数高达 0.333，与老年人幸福感呈正向关系。说明老年人对广播的使用频度每提高一个档次，相应的

个人主观幸福感提高 33.3%。其次是电视的使用频度也具有明显的影响，回归系数达到 0.310。综上所述，

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这些媒介的使用可以直接明显的影响着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同时，因为广播的便

捷性等特点深受老年人喜爱，广播使用频度高的老年人其幸福感明显高于其他老年人。相比之下，报纸

杂志以及手机的显著性则不明显。 
模型 4 又基于模型 3 增加了个体因素包括的变量进行分析，表 2 结果表明，在媒介使用因素基础上

加入个人因素后，原先的广播还有电视这两种媒介在使用率上仍然明显影响着老年人的幸福感，而互联

网的使用对其影响发生了变化，回归系数变小，下降到 0.0007，相关性明显下降。 
模型 5 是将全部相关变量考虑进模型中统一进行回归分析，表 2 结果表明，当把全部因素，即个体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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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使用因素和家庭因素都考虑在内时，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力最显著，回归系数为 0.934，第二位的是健

康状况，回归系数为 0.506。重点分析媒介使用因素时，通过结果可发现，广播的使用频度与老年人幸福感

之间的关系最紧密，老年人的广播使用频度每提高一个层次，幸福感会增加 27.6%，其次是电视的使用频度，

回归系数为 0.231。但是，新兴媒介互联网在老年人群中还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对老人的幸福度影响较弱。 
 
Table 2. Logit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of elderly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 2.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年龄 
0.0245*** 0.0236**  0.0241*** 0.0226** 

(0.0075) (0.0185)  (0.0096) (0.0260) 

教育程度 
0.1677 −0.0297  0.0985 −0.0852 

(0.1663) (0.8157)  (0.4291) (0.5142) 

性别 
−0.0287 0.0497  −0.0535 0.0253 

(0.8265) (0.7161)  (0.6854) (0.8545) 

健康状况 
0.6356*** 0.5128***  0.6214*** 0.5058***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空闲时间看电视或看碟 
−0.1563*** −0.1099**  0.0137 0.0479 

(0.0013) (0.0296)  (0.8479) (0.5241) 

空闲时间参加文化活动 
−0.0266 −0.0447  −0.0273 −0.0559 

(0.8318) (0.7256)  (0.8284) (0.6646) 

空闲时间在家听音乐 
−0.1001* −0.0955*  −0.0484 −0.0459 

(0.0721) (0.0918)  (0.3983) (0.4331) 

空闲时间参加体育锻炼 
−0.1132** −0.0830*  −0.0935** −0.0598 

(0.0164) (0.0864)  (0.0495) (0.2212) 

报纸使用频度 
  0.1137 −0.0617 −0.0767 

  (0.1628) (0.6074) (0.5291) 

杂志使用频度 
  0.0892 0.0194 −0.0090 

  (0.4716) (0.8793) (0.9451) 

广播使用频度 
  0.3326*** 0.2728*** 0.2764*** 

  (0.0000) (0.0001) (0.0001) 

电视使用频度 
  0.3098*** 0.2569*** 0.2309*** 

  (0.0000) (0.0007) (0.0036) 

互联网使用频度 
  0.1562* 0.0549 0.0359 

  (0.0509) (0.5236) (0.6836) 

手机定制消息使用频度 
  0.1537 0.1088 0.1108 

  (0.2545) (0.4283) (0.4265) 

家庭经济状况 
 0.9371***   0.9342*** 

 (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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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婚姻状况 
 0.2462*   0.2350 

 (0.0933)   (0.1128) 

Constant 
0.6944 −1.6256 −0.1371 −1.6000 −3.4853*** 

(0.5268) (0.1634) (0.5694) (0.2090) (0.0095) 

Observations 3473 3473 3473 3473 3473 

注：***p < 0.01, **p < 0.05, *p < 0.1。 

5. 结论与启示 

基于上述 CGSS2017 数据中各变量的特征和验证结果，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整体状况较好，个体

因素和家庭因素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或多或少会产生一定影响。从媒介使用的角度来看，随着大众传

媒的不断发展，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媒介因素以及媒介的使用频度对老年人的生活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

响，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通过去使用媒介来充实晚年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针对当前老年人使

用媒介的现状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此将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5.1. 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切实保障老年人信息权利 

随着媒介种类的不多增加，信息开始错综复杂，对于老年人来说，隐私防范意识较薄弱，因此在使

用媒介时更容易造成隐私或者信息记录的泄露。政府要积极发挥主导作用，弥补政策缺少问题，通过顶

层设计制定相关政策，加强老年人的信息服务体系。用政策制度来强制规范媒体部门，并制定配套的惩

戒措施，严格规范行业体系，形成合理有序的信息市场秩序。现阶段，最首要的目标是要致力于打造信

息无障碍政府服务体系，让老年人充分利用自身的信息权利，通过政府和各界媒体部门相互联动，合作

以及沟通交流，不断加强信息的传播渠道，提高信息服务的流畅度。其次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不断

推动信息技术的升级优化，加强技术层面的信息交流，为信息的传递共享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保障。

老年人学习能力较弱，在信息的提供上要切实考虑到老年人的接受能力和接受时间，最大限度为老年人

提供方便，高质量的信息服务，帮助老年人轻松容易地掌握媒介使用方式。 

5.2. 媒体部门加强联系，为老年人媒介使用创造有利条件 

各级媒体要针对老年群体的现状，从老年人最感兴趣最需要的内容出发，建设适合老年人的信息和

内容，有针对性的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信息，逐步通过设定的信息和内容去引导老年人使用媒介，提高

媒介使用的兴趣和熟练度。同时也可以创新多元化的内容板块，制作较简洁明了的易老内容，在传统的

普遍的老年板块内容中加入新的元素，尤其是与时代发展创新结合度较高的新知识，新内容，进一步让

老年人紧跟时代，提高老年群体的时代适应性。另外，媒体和媒体之间也要加强交流，加强信息共享能

力和联动效应，加快各级媒体间的相互融合，缩小不同媒体不同地区间的信息服务差距，最大程度规范

老年人的媒介使用环境。 

5.3. 老年人紧跟时代，自觉提高媒介素养 

提高媒介使用对老年人的影响力重点是从老年人自身出发，首先在思想上转变传统观念，去自愿接

受互联网等新兴媒介的使用，同时，要自觉培养媒介素养和媒介使用意识，真正发自内心愿意使用媒介

去提升生活质量。社会各界要通过多种公益宣传或者科普教育等途径不断向老年人输入这种媒介使用的

观念和思想，找到老年人的兴趣点，从老年人真正需要的以及真正感兴趣的内容出发，提高媒介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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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媒介素养的提升对提高媒介使用频率以及规范媒介市场秩序具有重要作用，老年人只有通过积极主

动学习才能逐渐掌握各种媒介的使用方式，在媒介使用中享受到幸福感和快乐，同时让自己可以紧跟时

代，与时俱进。用一种自觉主动的态度去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从而丰富生活内容，提高生活乐趣，从

而优化自身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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