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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关乎国家发展全局，关乎亿万百姓福祉。党中央已将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而提升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水平是数字时代响应积极老龄化战略的重要方

式。基于数字鸿沟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通过描述性分析、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

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现状及其间差异展开分析。身处长江经济带的老年

群体的整体数字化融入水平更高，并且他们的整体数字化融入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此外，年龄、户口类

型均对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水平均有显著影响，并且年龄越小、拥有居民户口时，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融

入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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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pulation aging is the produc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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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ell-being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The CPC Cen-
tral Committee has raised the active response to population aging to the level of national strategy, 
and improving the digital integration level of the elderly group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spond to 
the active aging strategy in the digital era. Based on the digital divide theory and Maslow’s hie-
rarchy of needs theory, descriptive analysis,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ifferences of the digital integra-
tion of the elderly groups in 11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over-
all digital integration level of the elderly group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higher, and 
their overall digital integration level is at a higher level. In addition, age and household registra-
tion type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digital integration level of the elderly group, and the 
younger the age, the higher the digital integration level of the elderly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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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际上通常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10%，或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

占人口总数的 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1]。实际上，我国早在 2000 年就基本达到

了这一标准[2]，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处于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 18.70%，其中 65 岁及以上

人口占 13.50% [3]，标志着我国迈入了老龄化社会的新阶段。国家卫健委预计，到 2035 年，我国 60 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在总人口中占比将超 30%，届时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这也将是今后较长

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4]。十八大以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在各大会议、文件中频繁出现；2020
年 10 月，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5]；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6]。系列讲话及文件内容昭示了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已成为新时代老龄工作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 
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普及无疑为当今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尤其在 2020 年新冠疫情的爆发

之后，几乎处处都在推行数字化，各类事务都在网络化，不可否认的是，这给更能够熟练使用互联网的

年轻群体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困扰身为数字移民甚至数字难民的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问题也随之而来。

“老人因没有手机而无法展示健康码被司机拒载”、“老人冒雨交保险而被拒收现金”等新闻报道屡见

不鲜，出行不易、就医不便、交往不畅等数字化融入障碍使得老年群体难以享受到数字化社会带来的红

利，甚至被排除在外，成为数字社会中的“盲人”，老年群体数字鸿沟问题日益严重。因此，提升老年

群体的数字化融入水平成为数字时代响应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方式，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

重点与痛点问题，同时也是缩小老年群体数字鸿沟过程中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首先通过文献研究法，基于数字鸿沟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水平

分解为低阶、中阶、高阶三个层次，以便更准确细致地测度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融入水平；接着选取中国

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中属于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老年群体的调研数据作为本文的分析数据，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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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统计学变量中更为客观的年龄层次、户口类型以及受教育程度作为自变量资本禀赋的组成部分；与

此同时，筛选出调研问卷中与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相关的题项，通过对选项科学赋值，可实现因变量老

年群体数字化融入水平的量化；最后，在 Stata 软件中，通过描述性分析、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和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完成了对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的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现状及其间差异的描述与分析。以

期丰富长江经济带的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相关研究，加快解决我国老年群体的数字鸿沟问题，助力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推进。构建的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Research framework 
图 1. 研究框架 

2. 理论基础与相关概念 

2.1. 数字鸿沟理论 

1999 年，《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中首次给出了对于数字鸿沟的定义。在社会中，存在部

分人拥有着最高水平的信息技术，他们不仅能够使用这些信息技术，而且在这一领域中接受过最好的教

育；而由于各种原因，另一部分人是无法接触到与其等同的信息技术条件的，两个群体间的差异日益扩

大，形成了所谓的“数字鸿沟”。数字鸿沟使人们有机会认识到技术富有者和技术贫穷者之间存在的不

平等，是社会分化、社会排斥等传统两极化问题在数字时代的延续[7]。 
学者们依据社会中不同群体对互联网在可及性和使用上的差异的形成原因将数字鸿沟分为接入沟、

使用沟和知识沟三个阶段[8]。接入沟是指在国家、社会、社区及个人因素等影响下拥有者和缺乏者在接

入互联网或其他信息通讯技术方面的存在的机会差距。使用沟是指人们在相同的接入条件下，对互联的

使用方式和使用程度的不同。知识差距是指由数字技术的获取和使用上的差距所导致的互联网使用的有

益结果及其使用后引起的不平等，本文侧重于通过人们数字素养的高低来衡量其间的知识沟宽窄。 

2.2.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1943 年，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了后来被广泛应用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该理论将

https://doi.org/10.12677/ar.2023.101008


邱子清，陆温婷 
 

 

DOI: 10.12677/ar.2023.101008 65 老龄化研究 
 

人类的需求分为五个层级且呈倒三角排列，从低级到高级依次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

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其中，生理需求是最基础的需求[9]。马斯洛强调，由于个体的心理、生理、社

会经济特征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虽然五种需求虽具有普遍适用性，但五种需求

的表现形态和满足状况也具备着鲜明的个人和社会特色[10]。此外，从需求具备层次性的特征可以看出，

能够激励人们行动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自身最迫切的需求，并且必须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低层次的需求，

高层次需求才会充分展现，当基本满足了低层次的需求之后，其带来的激励作用和优势地位将不再保持，

高层次的需求便会取而代之[11]。 

2.3. 数字化融入 

虽然老年人与年轻人在技术接入方面(包括设备、基础设施等)的差异正在逐渐缩小[12]，但年龄仍是

互联网使用技能的最强预测因素。并且，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融入障碍，不是单纯的技术使用问题，也包

括老年群体在数字融入过程中产生的生理和心理等问题[13]。由于缺乏一定的知识，老年群体会产生对计

算机的焦虑和对科技的恐惧，这会进一步阻碍老年群体深入、自主地使用互联网，从而产生数字化融入

困难，最终沦为“数字难民”。国际电信联盟认为，数字化融入就是通过信息技术赋予人们权力，提升

土著居民、农村人群、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儿童等有特殊需要的人群使用信息技术的机会，从而促进

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其核心在于使社会中的弱势人群能够利用信息技术的各项功能为自身赋权并由此获

取更好的生活[14]。实际上，数字化融入概念的提出源自对“数字鸿沟”概念的修正[15]。随着互联网的

不断发展与普及，“接入”的鸿沟不断弥合，信息技术引发的不平等不但没有消失，甚至有助长社会不

公平的隐患。因此学术界的研究焦点开始转向“数字鸿沟”中的“使用沟”与“知识沟”，助力数字化

融入困难问题的解决。 
本文基于数字鸿沟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数字化融入水平分解为低阶、中阶和高阶数字化

融入水平。低阶数字化融入水平是针对数字鸿沟中的“接入沟”提出的，拥有接入互联网或其他通讯技

术的机会越大，低阶数字化融入水平越高，越能满足数字基本生存需求；中阶数字化融入水平是针对数

字鸿沟中的“使用沟”提出的，在拥有接入的前提下，越清楚互联的使用方式并越熟练使用所接入的通

信技术，中阶数字化融入水平越高，越能满足数字日常生活需求；高阶数字化融入水平是针对数字鸿沟

中的“知识沟”提出的，具备越高的数字素养，越明确信息获取和利用的方式方法，高阶数字化融入水

平越高，越能满足数字价值实现需求。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 2017)的数据开展研究，该调查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于2003年发起，

全面收集社会、社区、家庭和个人多层次数据的综合性项目。2017 的 CGSS 项目共收集有效问卷 12,582
份，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中国居民的真实情况，且该数据库含有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居民互联网使用数据。

首先进行数据清洗，剔除不属于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地区或年龄未满 60 周岁的个案，最终保留符合筛

选条件的有效样本 2121 个。 

3.2. 变量说明 

3.2.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融入水平，可细分为老年群体的低阶、中阶、高阶数字化

融入水平。对于低阶数字化融入水平，选取“C51：您家里能上网吗(通过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上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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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作为衡量指标；对于中阶数字化融入水平，选取“C41-1：我会使用电脑打开网站”、“C41-2：
我会使用智能手机下载安装 APP”、“C41-3：在网上查找自己想要的信息并不难”、“C41-5：当我想

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想法时，我知道怎么操作”作为衡量指标；对于高阶数字化融入水平，选取“C41-4：
网上(如微信、微博)看到周围人转发的重要消息，我会先验证再相信”、“C41-6：在网上进行支付或者

交易时，我会观察使用环境来确定是否使用”作为衡量指标。 
对于低阶数字化融入水平，在剔除选择 C51 中“不知道、拒绝回答”的样本后，还剩下“能、不能”

分别编码为 1~2 的 2 个选项；对于中阶和高阶数字化融入水平，在剔除选择 C41 中“不知道、拒绝回答”

的样本后，还剩下“非常符合、符合、无所谓符合不符合、不符合、非常不符合”分别编码为 1~5 的 5
个选项。为了体现分值越高，数字化融入水平越高的原则，本研究将“不能、能”分别赋 0~1 分，将“非

常不符合、不符合、无所谓符合不符合、符合、非常符合”分别赋 1~5 分。将各样本在 C51 的分值相加，

得到表征低阶数字化融入水平的分数；将各样本在 C41-1、C41-2、C41-3、C41-5 的分值相加，得到表征

中阶数字化融入水平的分数；将各样本在 C41-4、C41-6 的分值相加，得到表征高阶数字化融入水平的分

数；将表征低阶、中阶、高阶数字化融入水平的分数相加，得到表征整体数字化融入水平的分数。 

3.2.2. 关键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关键解释变量为资本禀赋，由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相对更客观的年龄变量、户口变量和受教

育程度变量组成。对于年龄变量，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老年群体，故仅保留 60 岁以上的样本，并归为

“低龄(60~69 岁)、中龄(70~79 岁)和高龄(80 岁以上)”这 3 个取值；对于户口变量，归为“非居民户口、

居民户口”这 2 个取值；对于受教育程度变量，归为“没有接受教育、非正规教育、小学、初中、高中、

专科、本科及以上”这 7 个取值。变量赋值及基本描述统计见表 1。 
 

Table 1. Variable assignment and basic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1. 变量赋值及基本描述统计 

变量名称 操作化指标 赋值规则 均值 
(长江) 

均值 
(非长江) 

年龄 您的出生日期是什么？ 计算 2017~年份，记为 age 69.68 69.11 

年龄分组 对年龄变量的重新分组 

当 age 分别属于区间[60, 69]、 
[70, 79] [80, +∞)，则分别 

为低龄、中龄、高龄老人， 
分别标记为“0”、“1”、 

“2” 

0.56 0.52 

户口 您目前的户口登记状况是？ 非居民户口、居民户口分别 
标记为“0”、“1” 

0.28 0.23 

受教育程度 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 

没有接受教育、非正规教育、 
小学、初中、高中、专科、 

本科及以上分别标记为“0”、

“1”、“2”、“3”、“4”、 
“5”、“6” 

2.11 2.34 

低阶数字化 
融入水平 

您家里能上网吗(通过电脑、手机 
等电子设备上网都算)？ 不能、能分别赋 0~1 分 0.49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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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中阶数字化 
融入水平 

我会使用电脑打开网站 

非常不符合、不符合、无所谓 
符合不符合、符合、非常符合 

分别赋 1~5 分 

3.39 3.32 

我会使用智能手机下载安装 APP 2.75 2.70 

在网上查找自己想要的信息并不难 3.23 3.42 

当我想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想法时， 
我知道怎么操作 

2.92 3.09 

高阶数字化 
融入水平 

网上(如微信、微博)看到周围人转 
发的重要消息，我会先验证再相信 

3.41 3.40 

在网上进行支付或者交易时，我会 
观察使用环境来确定是否使用 

2.90 2.69 

整体数字化 
融入水平 

低阶 + 中阶 + 高阶数字化融入 
水平得分总和 

低阶、中阶、高阶数字化融入 
水平得分总和 

19.93 19.74 

3.3. 模型构建 

由于低阶数字化融入水平是非连续的分类变量，故本研究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来构建资本

禀赋对低阶数字化融入水平影响的模型，描述两者之间作用关系的模型可以构建为： 

( ) ( )
1

1 e ii xP y j x
α β− +

= =
+

 

其中 y 代表低阶数字化融入水平的实际观测值，x 代表资本禀赋，i 代表指标变量。 
由于中阶、高阶以及整体数字化融入水平是连续的多元变量，故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构

建资本禀赋分别对中阶、高阶以及整体数字化融入水平影响的模型，分别描述两者之间作用关系的模型

可以构建为： 

0 1 1 2 2i i i k ki iY x x xβ β β β µ= + + + + +  

其中 Y 分别代表中阶、高阶以及整体数字化融入水平的实际观测值，x 代表资本禀赋，k 和 i 代表指

标变量。 

4. 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分析 

我们在表 1 中对不同地区老年群体的基本指标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居住于非长江经济带和

长江经济带地区的老年群体的整体数字化融入水平得分均值分别为 19.74 和 19.93，虽然数值上相差并不

大，但是居住于非长江经济带地区的老年群体的平均年龄较小、受教育程度更高，既往研究结论表明，

存在“年龄沟”的老年人群在数字融入的过程中会因受到歧视而产生困难[16]，高等文化教育的老年人可

以在数字融入过程中起到带头作用[17]，因此，其整体数字化融入水平理应更高，但实际上却更低，因此

可以认为，居住于长江经济带地区的老年群体的整体数字化融入水平相对较高。除此之外，在取值为 6~31
的整体数字化融入水平得分中，有 70.71%的老年群体得分达到了 17 分以上，可以认为居住在长江经济

带地区的大部分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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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龄分布上，低龄老人(60~69 周岁)人数较多，分布较为均衡，80 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较少，仅

占样本 13%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有接近 60%的老年人只拥有小学及以

下的教育水平，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老年人仅占样本的 5.81%。并且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明显存在年

龄异质性和户口异质性，总体而言，非居民户口的老年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更低，年龄更大的老年群体的

受教育程度更低。 

4.2. 回归分析 

本研究分别构建了 4 个模型来研究年龄、户口类型和受教育程度对长江经济带地区老年群体数字化

融入水平的影响，见表 2。其中，模型 1 是对老年群体整体的数字化融入水平进行回归，为了细化年龄、

户口类型、受教育程度对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不同水平的影响，进一步构建模型 2~4 分别用来研究年龄、

户口类型和受教育程度对长江经济带地区老年群体低阶、中阶和高阶数字化融入水平的影响。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digital integration level of elderly group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表 2. 长江经济带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水平的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整体数字化 
融入水平 

低阶数字化 
融入水平 

中阶数字化 
融入水平 

高阶数字化 
融入水平 

年龄分组 
(以低龄老人为参照) 

    

中龄老人 −2.99*** 
(−2.70) 

0.49*** 
(−3.74) 

−1.73** 
(−2.19) 

−0.93** 
(−2.26) 

高龄老人 −6.01*** 
(−4.98) 

0.44*** 
(−2.81) 

−3.56*** 
(−3.13) 

−2.22*** 
(−3.94) 

户口 2.42** 
(2.53) 

1.93*** 
(3.28) 

1.55** 
(2.32) 

0.85** 
(2.45) 

受教育程度 
(以未接收教育为参照) 

    

非正规教育 −3.43** 
(−2.40) 

2.83** 
(2.30) 

−1.82* 
(−1.81) 

−1.92*** 
(−3.60) 

小学 −2.95 
(−1.27) 

1.13 
(0.52) 

−2.33 
(−1.59) 

−1.50* 
(−1.86) 

初中 −1.83** 
(−1.97) 

3.49*** 
(5.07) 

−0.69 
(−1.10) 

−1.51*** 
(−4.29) 

高中 1.80* 
(1.76) 

8.42*** 
(6.09) 

1.90*** 
(2.69) 

−0.52 
(−1.45) 

专科 5.96*** 
(4.16) 

7.89*** 
(3.80) 

5.83*** 
(7.10) 

0.28 
(0.42) 

本科及以上 3.94*** 
(3.00) 

8.58*** 
(3.61) 

3.63*** 
(3.49) 

0.17 
(0.34) 

注：括号里面代表的是 t/z 值；*表示 p < 0.1，**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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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1 和模型 2 分别显示，年龄、户口类型、受教育程度对老年群体整体和低阶数字化融入水平的

影响均显著，并且，年龄越小、户口类型为居民户口、受教育程度越高，老年群体的整体和低阶数字化

融入水平越高。根据描述性分析部分所提到的既有研究结论[16] [17]可知，此处得出年龄、受教育程度与

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程度的关系结论与其相适，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提出，地域会影响到基础信息设施

的差异，进而影响老年群体对信息设施使用需求的满足，从而产生“数字贫困”[17] [18]，此处得出户口

类型与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程度的关系结论与其相适。因此，模型 1 和模型 2 得出的结论得到了既有研

究结论的支持。 
模型 3 显示，年龄、户口类型对老年群体中阶数字化融入水平的影响均显著，但受教育程度对老年

群体中阶数字化融入水平影响存在不显著的情况，并且年龄越小、户口类型为居民户口，老年群体的中

阶数字化融入水平越高，与既有研究结论相适。但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专科的老年群体却比本科及

以上的老年群体的中阶数字化融入水平更高，与既有研究结论存在差异。这可能是因为中阶数字化融入

水平对应数字鸿沟中的“使用沟”，它对于动手能力的要求更高，而本科及以上的老年群体在接受教育

的过程中，对动手能力上的要求低于专科的老年群体。 
模型 4 显示，年龄、户口类型、受教育程度对老年群体高阶数字化融入水平的影响均显著，并且年

龄越小、户口类型为居民户口，老年群体的高阶数字化融入水平越高，与既有研究结论相适。但是，只

有受教育程度为专科及以上的老年群体的高阶数字化融入水平才明显高于未接受教育的老年群体，与既

有研究存在不同之处。这可能是因为高阶数字化融入水平对于老年群体的学习能力要求更高，而在应试

教育的背景下，受教育程度越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个人的学习能力更强。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数字鸿沟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更准确细致地测度了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融入水平，

并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的调研数据，在 Stata 软件中，通过描述性分析、二元 logistic 回归

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完成了对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的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现状及其间差异的描述

与分析，得出研究结论：1) 身处长江经济带老年群体的整体数字化融入水平要高于非长江经济带老年群

体的整体数字化融入水平，并且居住在长江经济带地区的大部分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水平整体较高。2) 
年龄越小、户口类型为居民户口、受教育程度越高，长江经济带老年群体的整体和低阶数字化融入水平

较高；年龄越小、户口类型为居民户口，老年群体的中阶数字化融入水平越高，但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

升，并没有实现中阶数字化融入水平的持续提升；年龄越小、户口类型为居民户口，老年群体的高阶数

字化融入水平越高，但是，只有受教育程度为专科及以上的老年群体的高阶数字化融入水平才明显高于

未接受教育的老年群体。 
在此，本文也尝试提出提高老年群体数字化融入水平的一些对策建议：在地区层面，长江经济带地

区应当继续发挥自身的区位优势，带动非长江经济带地区的整体发展，进而推动我国建成技术强国的进

程；年龄层面，通过研究发现，高龄老人应当是我们重点关注的群体，应当重视适老化改造等系列工程

建设；户口层面，研究中户口类型带来的影响值得关注，我们要重视城乡数字化融入水平的差异，努力

实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教育层面，教育是数字化融入的门槛，同样是实现进阶性数字化

融入的动力，应当重视全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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