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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化不断发展和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老年人存在触网难的问题，理解当前背景下老年人

的互联网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对促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社会有积极意义。通过对由CLASS2018和《中国

统计年鉴》组成的混合截面数据进行Logit回归分析发现年龄越小、非农业户口、受教育水平越高、心理

状况越好、认知能力越强、目前正在从事有收入的活动、子女数量越少、居住省份信息化水平越高、居

住房屋拥有无线的老年人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为使老年人更好地融入数字化社会，需要家庭、社会和

政府等多主体共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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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digitalization and the deepening of the 
aging degree, the elderly have difficulty accessing the Internet.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et beha-
vior of the elderl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under the current background is of positive signific-
ance for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elderly into the digital society. Through Logit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mixed cross-section data composed of CLASS2018 and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it 
is found that the elderly with younger age, the non-agricultural hukou, higher education level, 
better psychological status, stronger cognitive ability, engaged in the activities of income, less 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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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 of children, higher the level of informatization in the province where they live, and living in 
the house with wireless are more inclined to use the Internet. In order to better integrate the el-
derly into the digital society, the joint efforts of family, society and government are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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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中国老年人口总量巨大，在数字化水平不断发展的同时，其数字鸿沟问题日益凸显。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 60 岁以上人口已达 2.64 亿。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48 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10.11 亿，60 岁及以上网民占比为 12.2%，

据此估算，近一半的老年人未接入互联网。尤其是在 2020 年初 COVID-19 爆发之后，人们的生产、生活

和工作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线上办公、在线娱乐、移动支付成为大部分中国

居民的典型生活方式。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及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双重背景之下，老年群体面临

诸多数字化所带来的生活困境，例如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无法出示“健康码”而被医院等公共场所排

除在外，影响其正常就医需求；或者由于无法自如应用“扫码支付”、手机预约购票、打车等智能手机

功能，在购物、出行、娱乐等方面受到限制。如何确保老年人跟上数字化时代的步伐，享受到数字化发

展成果，感受到智慧生活的便利，这是需要重视的问题。2020 年 11 月 24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国办发[2020] 45 号)。该方案是国家对老年人跨越“数

字鸿沟”这一社会现象的直面回应，呼吁全社会通力协作，帮助老年人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智能生活带

来的便利。 
关于数字鸿沟最具代表性的定义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是指各个群体或地区在信

息通信技术的获得性及使用的差异[1]。在早期的研究中，数字鸿沟一般指可以获得信息通信技术(ICT)
的人与不能获得的人之间的差距[2]。在后来的研究中，其概念得到拓展，出现了第一道数字鸿沟(接入沟)，
是指能否接入的差异；而第二道数字鸿沟(使用沟)指的是 ICT 使用的不同方式等存在的差异[3]；第三道

数字鸿沟(知识沟)指互联网使用可能带来的好处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差距[4]。老年人在面对数字技术

时，存在数字文盲问题[5]，在数字鸿沟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年龄差距，被称为与年龄相关的数字鸿沟[6]。
在数字化过程中，老年人由于受技术、制度、文化与自身因素制约，相比于其他群体更容易获得信息落

差，老年群体的数字技术能力不如其他年轻群体，这也被称为老年数字鸿沟问题[7]。 

2. 文献综述 

目前学界关于影响老年数字鸿沟的因素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等方

面。① 在个体因素上，老年人由于身体或认知的原因，面对信息通信技术时，其能力往往不如其他年龄

群体[8]。个体收入以及家庭收入越多越有利于互联网接入，也就是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有利于避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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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沟问题[9]。老年人由于缺乏上网设备、缺乏智能技术运用能力[10]、缺乏数字信息能力[11]导致互联网

使用困难。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受个人资源、先前的技术经验和社会显着性以及环境影响[12]。身体健康程

度下降以及失能情况的发生会阻碍其互联网使用[13]。② 在家庭因素上，父母与子女联系越多，越有利

于数字反哺的发生，但其影响程度取决于子女的耐性和愿意投入的时间，数字反哺有利于减少老年人数

字鸿沟问题[14]。代际关系越好，越有利于代际支持给予行为和代际支持获得行为，也就是越好的代际关

系越有利于老年父母获得子女的数字反哺活动[15]。绝大多数老年人群体具有学习数字媒介的热情，也希

望获得子女的代际支持，但绝大多数子女往往缺少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来指导老年人操作，这会影响老年

群体的学习热情以及数字技能[16]。老年父母与儿女在一起的时候，有更多的机会从子女那里学习新的社

会行为模式[17]。亲代应主动接受子代的反哺，在媒介技术工具的接纳、使用中不断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

能力[18]。在家庭支持方面，鼓励子女向父母进行数字反哺以破解老年人数字鸿沟[19]。针对无法享受到

数字红利的群体，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时，更要充分利用家庭网络[20]。子女对父母

提供更多的文化反哺，越有利于亲子关系[21]。③ 在社会因素上，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大程度上决定

了接入沟[22]。老年人居住在信息化水平越高的地区，越有可能使用互联网[23]。农村老年人数字应用水

平远不及城市[24]。社会中其他群体使用互联网的行为，会使自己为了融入社也开始学习互联网[25]。各

个媒体有关于“老年人歧视”的报道会刺激老年人避开网络[26]。目前智能设备的设计未充分考虑到老年

群体的实际操作能力，降低其学习意愿[27]。网络诈骗频发引起老年人的“科技恐惧”，阻碍其互联网使

用[28]。应实行数字包容的政策使被数字排斥的老年人进入信息化社会[29]。个体对于数字化技术的理解

差异会导致数字鸿沟问题，政府应全面提高居民的数字化技能[30]。以政策工具视角进行析我国目前数字

包容政策，发现应在可操作性层面进行增强[31]。企业可以通过研发出易于理解与掌握的智能产品，逐步

消除“数字鸿沟”现象[32]。 
已有研究对于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大多研究只针对某一方面，也缺乏全面的影响因素研究。 

3.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 数据来源 
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是一个全国性、连续性的大型

社会调查项目。本文利用目前公开最新的 2018 年数据，对调查对象的互联网使用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信息化水平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二) 变量选取与说明 
1) 因变量。文章主要探讨老年人数字鸿沟的作用因素，探讨其使用沟，对应问卷中“您上网吗？”

每天都上/每星期至少上一次/每月至少上一次/每年上几次 = 1；从不上网 = 0。变量赋值及描述性统计见

表 1。 
 

Table 1. Variable assignment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N = 8482) 
表 1. 变量赋值及描述性统计(N = 8482) 

 变量 变量设置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使用沟 是否上网，是 = 1；否 = 0 0.2085 0.4063 

控制变量 

性别 男 = 1；女 = 0 0.5078 0.4999 

年龄 年龄，连续变量 71.2155 7.2781 

户籍 非农业户口 = 1；农业户口 = 0 0.4595 0.4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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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个人层面 

受教育程度 不识字 = 0；小学及以下 = 1；初中 = 2； 
高中/中专 = 3；大专 = 4；本科及以上 = 5 

1.2750 1.0108 

心理健康 问卷中最近一周的心情，12 项问题，得分越好，

心理健康状况越好，取值范围(12, 36) 
27.8355 4.0897 

认知能力 问卷中回答正确的得分，得分越高，认知能力 
越好，取值范围(0, 16) 

13.3603 3.2148 

是否从事有收入的活动 参加 = 1；不参加 = 0 0.2471 0.4313 

家庭层面 子女数量 健在子女数，取值范围(0, 10) 2.5409 1.3423 

社会层面 
信息化水平 各省市光纤密度，长途光纤总长度除以总面积，

取值范围(0.0558, 0.6346) 
0.2198 0.1184 

居住的房屋是否有无线 是 = 1；否 = 0 0.4164 0.4929 

 
(三) 方法 
本文利用 stata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首先描述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内外因素分布及其相关关系。其次进

行模型分析，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因此选择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依据各因素作用的不同分别构建

四个回归模型。模型 1 分析了老年人个体因素对其数字鸿沟的影响；模型 2 考察了家庭因素对老年人数

字鸿沟的因素；模型 3 考察了社会因素对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因素；模型 4 同时纳入个体、家庭和社会因

素，考察在控制其中一个因素的前提下，另一个因素对老年人互联网作用的净效应。 

4. 实证分析结果 

(一) 样本描述 
从表 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来看，只有 20.85%的老年人上网，在老年人这个群体中，上网的比例较低。

男性的比例略高，50.78%的样本是男性。调查样本的平均年龄是 71 岁，且年龄差距较大。非农业户口占

比 45.95%，农业户口占比大于非农业户口。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不高，均值介于小学和初中之间。在心

理健康方面，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较好，得分为 27.8355，而最大值为 36。在认知能力方面，老年人的

认知状况较好。有 24.71%的老年人目前正在从事有收入的活动。老年人的子女数量方面，老年人普遍拥

有两到三个孩子。在信息化水平方面，采用各省市光纤密度来衡量，可见各省市的信息化水平差距较大。

在老年人居住的房屋情况来看，有 41.64%的老年人目前居住的房屋有无线。 
(二) 实证分析 
为从不同层面探索影响老年人数字鸿沟的潜在因素，本研究使用了层次回归分析法，结果见表 2。

通过将户籍、年龄、性别、配偶以及个人、家庭和社会层面的各项预测变量逐一纳入模型，可在一定程

度上了解其对因变量的单一作用，进而验证相关假设。本研究的多层 Logistic 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其

中，模型 1 仅包含控制变量，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了个人层面的变量，以检验其影响。模型 3
则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增加了家庭层面的变量，模型 4 为全模型。 

模型 1 仅包含控制变量，根据 Logit 回归结果显示，表明性别、年龄和户籍在 99%的置信度下、性

别在 99%的置信度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性别变量在模型 2、3、4 中并无显著影响。年龄的增加使得

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概率下降，低龄老年人相比于高龄老年人有更大的可能使用互联网，这可能是因为

低龄老年人有更大的兴趣学习互联网等新兴事物，这也进一步表明由年龄导致的数字鸿沟现象存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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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的显著影响反映出了老年人在是否使用互联网的现象中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拥有非农业户口的老年

人，使用互联网的概率更高，这一客观事实的存在既与老年人自身的条件和能力相关，也与宏观层面互

联网资源布局的不均衡密切相连。 
 

Table 2. Multi-layer Logit regression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net use among the elderly 
表 2. 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影响因素的多层 Logit 回归模型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控制变量 

性别 0.1548** 
(0.0607) 

−0.0578 
(0.0714) 

−0.0664 
(0.0720) 

0.0484 
(0.0837) 

年龄 −0.1615*** 
(0.0059) 

−0.1423*** 
(0.0069) 

−0.1296*** 
(0.0073) 

−0.1197*** 
(0.0081) 

户籍 1.7720*** 
(0.0647) 

1.6163*** 
(0.0890) 

1.5056*** 
(0.0918) 

1.2128*** 
(0.1060) 

个人层面 

受教育程度  0.5757*** 
(0.0381) 

0.5503*** 
(0.0386) 

0.3816*** 
(0.0451) 

心理健康  0.1058*** 
(0.0090) 

0.1064*** 
(0.0092) 

0.0792*** 
(0.0110) 

认知能力  0.0482*** 
(0.0149) 

0.0456*** 
(0.0150) 

0.0345** 
(0.0165) 

是否从事有收入 
的活动 

 0.2946*** 
(0.0996) 

0.3306*** 
(0.1006) 

0.5319*** 
(0.1197) 

家庭层面 子女数量   −0.1756*** 
(0.0381) 

−0.1518*** 
(0.0431) 

社会层面 

信息化水平    2.3499*** 
(0.3363) 

居住的房屋是否 
有无线 

   2.9797*** 
(0.1087) 

注：结果为回归系数，括号里为稳健标准误差；**p < 0.05；***p < 0.01。 

 
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人层面的变量。其中受教育程度、心理健康、认知能力、是否从

事有收入的活动在 99%的置信度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在模型 3 和 4 中也持续通过检验。受教育程度

比较高的老年人相比于低受教育程度的老年人而言，使用的互联网的可能性更大，可能是因为受教育水

平高，其积累的知识更多，学习能力更强。心理状况越好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更大，其原因可能

是因为心理越健康的老年人越喜欢参与新事物，尤其是互联网。认知能力越高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概

率更高，其原因可能是认知能力决定其认识一个事物的能力，认知能力越高，在身体知觉、记忆力等方

面更强，就有更好的基础学习互联网等新兴事物。目前正在从事有收入的工作相比于没工作的人有更大

的可能使用互联网，目前正在从事有收入的工作可能有更好的经济基础，承担互联网使用成本的能力也

就越强。 
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增加了家庭层面的变量。子女数量在 99%的置信度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子女数量越少，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越强。可能是因为子女数量越多，代际责任的承担越不明确，

也可能说明互联网作为沟通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对代际关怀缺失的补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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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4 为全模型，在增加社会层面变量的基础上，发现信息化水平和是否有无线在 99%的置信度水

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信息化水平越高，也就是居住的省份光纤密度越大，越有可能使用互联网，也

进一步说明基础设施建设越好越有利于互联网的使用。而老年人所居住的房屋要是有无线的话，相比于

没有无线的使用互联网的概率更高。 

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个体、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分析老年人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更加真实地刻画出当今数

字化社会下，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以及哪些特征的老年人更容易使用互联网。本研究发现：第一，年

龄越小、非农业户口、受教育水平越高、心理状况越好、认知能力越强、目前正在从事有收入的活动的

老年人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第二，子女数量越少的老年人越倾向于使用互联网；第三，从社会层面来

看，老年人居住的省份的信息化水平越高，也就是光纤密度越大的老年人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同时老

年人所居住的房屋内拥有无线也能大大增加其互联网使用的概率。 
目前正处于数字化不断发展和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时代，老年人的困境与机遇同时存在。而对于

跨越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上，需要家庭、社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家庭是老年人再学习的一个很好的途

径，家庭成员应多关注老年人，为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提供必要的支持，做好引导工作。目前家庭结构变

迁以及人口流动不断增多，互联网使用可以促进代际之间的远程沟通和交流，促进家庭代际关系的和谐

发展。其次，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等原因，相比于年轻人，使用互联网有更大的障碍，我们应该倡导对

互联网使用进行适老化改造，方便老年人的使用。最后，加强全国范围内的信息化水平建设，在提高信

息化水平的同时缩小各省市之间的差距、城乡差距，确保互联网的可及性。总之，老年人互联网使用行

为以及融入数字社会需要家庭、社会和政府等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创造老年友好型互联网环境，这不

仅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和“社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张力，而且还将确保老年人有能力、

有条件、有机会跨越数字鸿沟、享受数字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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