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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聚焦于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困难的成因、行为表现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构，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对

田野调查数据进行质性编码，并引入S-O-R (刺激–机体–反应)理论构建了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困难行

为的模型。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面临着物质支持、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的不足，这些因素通

过影响其数字感知和心理条件，最终导致了回避、替代、忽略和抵制四种类型的数字融入困难行为。研

究还发现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存在群体分化现象，并针对不同群体提出了相应的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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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centers on the causes, behavioral manifestations, and relationship structure of digital 
integration difficulties among rural elderly individuals. The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is employed 
to conduct qualitative coding of the field survey data, and the S-O-R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theory is introduced to establish a model of digital integration difficulties behaviors for the rural 
elderly. The research discovers that the digital integration of rural elderly people is confronted with 
deficiencies in material support, information support, and emotional support. These factors, by in-
fluencing their digital perception and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eventually give rise to four types of 
digital integration difficulties behaviors: avoidance, substitution, neglect, and resistance. The study 
also reveals the existence of group differentiation in the digital integration of rural elderly people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for different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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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化和老龄化相互激荡的背景下，实现老年人数字融入是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和积极应对老龄化

战略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随着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我国在弥合数字鸿沟，促进老年人数字融入等

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但由于农村老年人在物质、信息和情感等方面的社会支持不足和自身年龄、文化

和经济等人口学特征的限制，导致他们在迈向数字社会的进程中逐渐落伍。在此背景下，提出以下研究

问题：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困难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农村老年人在面对数字融入困难时会外化出哪些行

为？其原因是如何影响数字融入困难行为的？如何解决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困难？因此，使用扎根理

论进行质性编码研究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困难的影响因素、行为表现和作用路径，并构建农村老年人数

字融入困难行为模型，据此采取针对性措施引导其融入数字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 文献综述：数字融入的多层面研究 

2.1. 数字融入困难研究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界对数字融入的概念并未形成共识，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数字融入的侧重点也随

之不同，但综合来看主要是从动态和静态两方面进行数字融入的概念界定。一方面，数字融入被看作一

种动态的过程性描述，数字融入就是弥合缩小数字鸿沟的动态过程[1]，核心就是利用信息技术增权赋能

[2]。另一方面，数字融入也被视作一种静态的手段和目标，数字融入就是消除社会排斥的一种手段[3]，
其目的是达到适用数字社会生活的状态[4]。目前关于数字融入所面临的挑战的研究大多依据数字鸿沟的

相关理论框架进行分析和讨论，有关数字融入困难的研究对象主要聚焦于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研究

内容包括识别他们在使用数字技术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分析成因及提出破解路径。如张思语[5]从数字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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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的接入沟、使用沟和素养沟三个方面探析了农村老年人的数字融入困境；王菲[6]从数字鸿沟的视角出

发，将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困境分为设备、情感和社会融入三个方面；杜鹏等[7]从主观和客观角度深入

剖析了老年人融入互联网困难的原因；陆杰华等[8]从顶层制度建设、数字基础接入设施建设、线上与线

下适老化建设、信息能力与素养建设和年龄友好环境建设等方面探讨老年数字鸿沟的弥合；顾丽梅[9]要
从完善授权环境、重塑价值理念和提升运行能力三方面推进老年人数字鸿沟治理。 

2.2. 数字融入行为研究 

老年人数字融入的行为表现就是数字信息技术的接受和使用。数字融入行为表现为使用行为和不使

用行为。用户使用行为研究首次出现在经济学领域，随后被引入图书情报、电子政务、社会学、计算机

等领域，涵盖用户持续使用行为、用户流失现象、原因追溯以及用户行为偏好预测等研究场景，研究者

构建了整合型技术接受和使用理论模型(UTAUT)来解释老年人新技术被接受与使用的影响机制与影响因

素。如王辉[10]将数字融入操作化为使用意愿、使用能力和网民身份认同这三方面，并借助 UTAUT 模型

进行老年人数字融入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闫慧[11]使用技术接受行为模型发现了农村数字化贫困群体

主要有 ICT 接入、ICT 使用和 ICT 期望这三种 ICT 接受行为；陈绍军等人[12]对相关数据进行 Logistic 回

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发现居住在城市、低龄、受教育程度越高、有互联网使用经历、认知能力越强、个

人收入越高、家里有其他人上网、子女数量越少和互联网应用指数越高地区的老年人对互联网更表现出

积极的使用行为。 
数字不使用行为也称作数字排斥行为，何思源[13]认为数字排斥行为就是行为主体对数字技术带有

排斥、抵触、抗拒、反感等较为强烈的负面感情色彩，且产生拒绝使用数字技术的行为。当前数字排斥

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数字排斥现状、影响因素及消解对策。如匡亚林[14]在论

述了老年群体数字融入障碍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把数字融入障碍行为划分为四个不同的维度；刘育猛

[15]将数字排斥分为数字经济排斥、数字生活排斥和数字社会排斥三种类型；刘国强等[16]采用扎根理论，

提炼出消费保守主义、熟人社会和弱者身份这三大因素影响了弱势群体数字排斥行为；易臣何[17]从国家

政策宏观层面、社会状态中观层面和个人使用微观层面分析了老年群体信息服务社会排斥危机的产生逻

辑；沈费伟等[18]提出了乡村弱势群体数字排斥的四大类型，并针对性地从个体、家庭、社会与政府的角

度提出消解数字排斥的具体策略。 

3. 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3.1. 理论基础 

3.1.1. S-O-R 理论 
S-O-R 理论源自心理学，主要用于解释主体的行为特征，该理论认为主体的行为反应(R)并不是由外

部的环境刺激(S)直接作用引起的，而是主体的心理认知等机体变量(O)在其中起中介作用。S-O-R 理论在

教育、经济、网络和新闻传播等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其理论内容也逐渐丰富。刺激因素从传统环境的

影响扩展到网络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机体因素也从用户情绪变化扩展到情感和认知变化，如感知易

用性、感知有用性、信任感知以及满意度等。用户的行为表现已从早期的单一倾向性行为(如趋向或回避)
扩展至包括不连续使用、积极参与以及遭遇困难等多种复杂行为模式，如表 1 详细列举。通过对访谈素

材的深入剖析，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农村老年人在遭遇外部刺激(S)或内在身心状态(O)的影响下，会展现出

数字融入困难行为(R)，这一现象与 S-O-R 理论所阐述的模式存在相似之处。因此，本文融合 S-O-R 理论

度量农村老年人的数字融入困难行为具有一定可行性与探索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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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ummary of S-O-R theoretical research 
表 1. S-O-R 理论研究汇总 

研究主题 S 刺激因素 O 机体因素 R 反应因素 作者 

用户标签使用行为 信息质量 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 未来参与意愿 罗琳[19] 

手机图书馆用户 
持续使用 

系统质量、服务水平、 
使用成本 需求匹配度、感知趣味性 系统粘性、持续 

使用意愿 郑美玉[20] 

社交网站用户 
流失行为 

信息质量、系统质量、社

会临场感、替代品吸引力 
感知隐私风险、满意度、感知 

有用性、感知社会资本 流失意愿 徐孝娟[21] 

数字设备不持续 
使用行为 平台弹性、环境刺激 认知结构、情感焦点 不持续使用行为 王文韬[22] 

老年群体数字 
社会融入 

代际支持、系统因素、 
信息因素、服务因素 

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感知

趣味性、期望不一致、满意度 
融入困难行为(回避、

替代、忽略与抵制) 匡亚林[23] 

3.1.2. 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支持是指在社会网络下运用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的一种选择性社会行

为[24]。学界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对社会支持进行了相应分类，如周林刚[25]根据社会支持的功能将社会

支持划分为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肖明岳[26]根据社会支持的实际获得与感知将社会支持分为结构

性支持和功能性支持；林顺利[27]根据主体的不同将社会支持划分为正式支持(政府、非政府组织)、准社

会支持(社区)、非正式社会支持(社会网络)和专业技术性社会支持(社会工作)这四大类。社会支持理论已

在老年人、失业者、病患者和大学生等社会弱势群体之间得到了广泛运用，如陈弘[28]使用中国健康与养

老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柳建坤[29]探讨了社会支

持对缓解失业焦虑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郭文斌[30]采用多种量表探讨了社会支持在残疾人的自我效能

感和就业能力的中介效应；欧阳丹[31]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使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保持

良好的状态。 
 

 
Figure 1. Social support system 
图 1. 社会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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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农村老年人最终实现数字融入是通过各个社会支持的建构而最终实现的。社会支持系统

包括社会支持主体、社会支持客体和社会支持介体三个层面，见图 1 所示。农村老年群体作为社会支持

的客体从传统生活方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数字化生活中，旧的社会支持不能很好地帮助农村老年群体摆

脱数字困境，亟需政府、社区和亲友等社会支持主体构建与时俱进的社会支持以适应新的支持要求。这

与 S-O-R 理论的构成要素具有相似性，因此使用社会支持理论和 S-O-R 理论共同构建农村老年人数字融

入行为模型具有契合性与合理性。 

3.2. 研究设计 

通过对文献的回顾与前期的实地调研，我们将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具体表现界定为智能手机的使

用，以此作为考察其数字融入困难的切入点。本研究选取四川省农村地区六十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访谈

对象，主要采用面对面的半结构式访谈方式。访谈活动于 2024 年 1 月至 3 月期间进行，过程中我们采用

了参与性的对话方式，给予受访者充分的回忆与思考时间，引导他们分享与访谈主题相关的个人体验和

看法。访谈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如表 2 所示，其中包括男性 8 名、女性 7 名，平均年龄 68.73 岁，子女以两

个及以上为主，独生子女较少，经济情况以子女赡养为主。 
本次访谈主要聚焦于四个核心议题：1) 探究受访者的人口学统计特征及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智能手

机的基本情况；2) 了解受访者在操作智能手机等设备时遭遇的困难，以及他们通常采取的求助方式；3) 
分析智能手机等设备对受访者产生的正面与负面影响；4) 考察受访者对未来使用数字化设备或参与相关

培训的期待。最终，15 名受访者共提供了约 2 万字的访谈资料。本研究旨在通过收集并分析受访者对上

述问题的回答，深入探索农村老年人在数字融入过程中所采取的困难行为和原因，以及这两者之间所形

成的关系结构路径。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表 2.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访谈对象 性别 年龄 子女情况 健康状况 经济来源 

P1 男 65 一子 残疾 子女赡养 

P2 女 64 两女 糖尿病 子女赡养 

P3 男 67 两女 听力不好 子女赡养 + 保险 

P4 女 70 两儿 良好 子女赡养 

P5 男 68 两女 良好 子女赡养 

P6 男 75 两儿 糖尿病 子女赡养 

P7 女 73 三儿 良好 子女赡养 

P8 男 62 一女(远嫁) 残疾 子女赡养 

P9 女 68 两儿 体质虚弱(劳动力丧失) 国家资助(特困户) 

P10 男 73 两儿 良好 养老保险 

P11 女 61 一子 良好 退休工资 

P12 男 67 一子一女 良好 子女赡养 

P13 男 71 两女 良好 子女赡养 

P14 女 73 三子 视力差 子女赡养 

P15 女 74 七子 体质虚弱 子女赡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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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发现 

4.1. 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困难行为的表现类型 

实现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首先应该明确其外化的数字融入困难行为，已有研究多集中于老年人

的心理感知变化，缺乏对老年人具体行为的关注。学者赫什曼认为顾客在购买商品时的不满意会产生

退出、呼吁和忠诚三种行为，在此基础上，在信息技术领域学者将商品消费中的退出、呼吁和忠诚三

种行为细化为回避、替代、忽略和抵制。在匡亚林等[32]学者的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原始访谈数据进

行编码，将访谈对象的数字融入困难行为界定为回避行为、替代行为、忽略行为和抵制行为，如表 3
所示。 

 
Table 3. Description of the difficult act of digital integration 
表 3. 数字融入困难行为描述 

主范畴 子范畴 核心解释 访谈片段举例 

数字 

融入 

困难 

行为 

回避行为 尽可能不使用数字设备及产品 “我一般不用智能手机” 

替代行为 
使用替代性的线下窗口人工服务，或寻求他人 

帮助完成数字化系统操作 

“我都是去银行里面转账” 

“喊他们会的人帮我一下” 

忽略行为 
以前接触过互联网，但是现在选择退出，仅使用

简单的通信娱乐功能 

“以前开过流量啊，结果用超了，话费

扣完了，我就没开通流量了” 

抵制行为 
拒绝使用数字平台获取服务，并产生负面情绪，

存在物理和心理双重障碍，选择不再使用 

“我都没有，也不玩那玩意，没必要。

整天除了睡觉就是吃饭，别的没有了” 

4.2. 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困难的主要原因 

4.2.1. 社会支持的不足 
王雁飞[33]从主客观角度将社会支持划分为五类：物质性支持、情绪性支持、尊重性支持、信息性支

持和同伴性支持。结合访谈数据，本研究的社会支持主要指物质支持、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并且这三

种社会支持主要由政府、社区和亲友提供，如表 4 所示。这些社会支持的不足阻碍了农村老年群体能更

好地融入数字社会，对于农村老年群体而言，构建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对促进农村老年群体

更好地融入数字社会有极大的帮助。 
 

Table 4. Description of social support 
表 4. 社会支持的描述 

社会支持类型 子范畴 核心解释 访谈片段举例 

物质支持 

硬件接入 缺少相关的智能设备 

“我这个手机是我儿子前几年用剩下的啊，还可以用， 

我又没啥子要求” 

“智能手机太贵了啊，我买来的用处也不大” 

网络接入 
无线网络或手机流量缺乏 

和网络环境差 

“只有在家里玩，家里有无线网，我手机没有流量， 

我自己开不来网络，害怕把话费用完了” 

信息接入 
智能手机使用的信息 

处于缺乏闭塞状态 
“我都没听过你说的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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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信息支持 

技术操作 
使用智能手机的过程中存在

的具体使用操作问题 

“这些软件都是别人给我下的，我自己不会” 

“还有就是操作起来不太顺手，总觉得手指不够灵活， 

点不准那个小小的图标” 

使用风险 
担心人身安全、财产安全 

及隐私安全 

“他们说缅甸诈骗啊，就是通过手机把人骗去的” 

“我过几天就会接到推销保险的电话，就是感觉我的联系

方式别人很轻易获取。随着手机上网的增多，我愈发感受

到隐私保护的不力，网上啥子都要求提供个人信息，我估

计啥时候隐私就可能被泄露了” 

学习资源 
数字知识获取途径有限， 

资源供给与需求不匹配 

“没参加过培训讲座，根本就没有培训讲座的嘛， 

农村里面咋可能搞这些，全靠自己悟” 

“没有参加过讲座，但是村里经常宣传电信诈骗” 

情感支持 

辅助支持 

在使用智能手机时面对各种

问题无处需求帮助，甚至 

会遭遇社会歧视 

“他们觉得我们这些老年人学习新东西慢，缺乏耐心。 

上次请他们帮忙操作，虽然也教了，但明显感到他们的 

不耐烦，我们学起来确实很吃力” 

“他们年轻人平时都在外面工作，哪有时间一直守在我们

旁边嘛” 

学习能力 
理解能力不足和信息识别 

能力不足 

“我没读过书，认不到字” 

“现在社会一天一个样，许多新事物对我来说变得难以 

消化，学习新东西哪有你们年轻人那样快嘛” 

学习意愿 

农村老年人自主学习意愿 

不足和接受数字培训的意愿

不强 

“如果有培训讲座，我不想去听，因为觉得没意思，听不

懂他们讲的，我要干活，没得时间，害怕是骗子，怕听讲

座要收费” 

“自己也学，但是只学一些自己用得到的，比较简单的” 

4.2.2. 数字感知与心理条件的不佳 
感知有用性(PU)指的是用户在使用某项技术时增加生产力的程度，感知易用性(PEOU)是指用户在

使用某项技术时需要作出努力的程度的一种主观认知，两者都来源于技术接受模型。感知风险(Perceived 
Risk)的概念来源于心理学，最初用于研究在消费领域用户对购买结果的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

的一种主观认知。态度是指农村老年人对使用智能手机或者互联网的整体态度。在本文中，感知风险

主要是指使用智能手机给农村老年人带来的对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隐私安全存在的警惕和忧虑问题，

如表 5 所示。 
 

Table 5. Description of perceptual digital technology 
表 5. 数字感知的描述 

主范畴 子范畴 核心解释 访谈片段举例 

 感知有用性 
认为自己对智能手机需求度低，对自己没

有什么好处 

“你们年轻人用手机方便啊，取钱看病都可以在

手机上操作，我们老年人只能去街上找人弄” 

数字感知 感知易用性 认为自己年龄大，学习使用智能手机较困难 
“哎呀那个屏幕上面的字太小了，很难看得清啊” 

“就是广告太多了，点开啥子软件都有广告” 

 感知风险 使用智能手机时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 “不敢在手机上存钱，怕被骗子骗钱 

 态度 对使用智能手机的评价 “我比较笨，不愿意弄这些玩意” 

 
心理条件主要是指农村老年人的自我效能感和从众倾向，如表 6 所示。自我效能感是指农村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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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能够学会使用智能手机的一种信心评估水平。赵娜[34]指出部分农村老年人在使用智能手机时

会产生不自信和胆怯的心理，导致在心理上排斥数字信息技术，缺乏学习动力。从众倾向是指当看到身

边大多数人在做某件事情或拥有某种东西时自己也想去做或感觉不被孤立的一种社会心理，或个人受到

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农

村老年人在群体压力下，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或者信念，与其他老年人保持一致。 
 

Table 6. Description of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表 6. 心理条件的描述 

主范畴 子范畴 核心解释 访谈片段举例 

心理条件 
自我效能感 

老年人对自己能够学会智能手机和互联

网等数字技术的一种信心程度 

“太费劲、太费脑子” 

“手机主要使用抖音、会拍照、不用子女教” 

从众倾向 老年人表现出与其他人一样的行为方式 “我看别人也在拍抖音，我跳舞的时候也拍” 

4.3. “直接作用”与“间接影响”：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困难成因对其行为的生成逻辑 

研究发现，农村居民数字融入困难的成因(物质支持、信息支持、情感支持、数字感知和心理条件)对
其行为(回避行为、忽略行为、替代行为和抵制行为)形成了 7 条主要的作用路径，具体表现方式如表 7 所

示。在这些路径当中，既包括物质支持、信息支持以及心理条件对数字融入困难行为的直接影响，也包

括其中某个维度作为中介变量对数字融入困难行为的间接影响。 
 
Table 7. The effect of the causes of digital integration difficulties on the behavior of digital integration difficulties 
表 7. 数字融入困难原因对数字融入困难行为的作用路径 

典型关系结构 具体影响路径 访谈片段举例 

1) 物质支持→数字融入

困难行为 

硬件接入→回避行为 “我在哪去用嘛，我又没钱买智能手机” 

网络接入→替代行为 
“我们家没有安装无线网，我经常去村委喊他们帮

我连接一下网络” 

2) 物质支持→数字感知

→数字融入困难行为 信息接入→感知有用性→忽略行为 “我不晓得手机还可以交电费啊” 

3) 信息支持→数字融入

困难行为 学习资源→替代行为 “他说你不要学这个，我直接买好给你” 

4) 信息支持→数字感知

→数字融入困难行为 

技术操作→感知易用性→回避行为 
“喊我打字注册账号，我咋可能会嘛，对于我们老

年人来说太难了，我就用我的老年机挺好的” 

使用风险→感知风险→抵制行为 
“我们村上那个年轻人网上赌球输了 30 万，网络

的东西害人啊，我反正坚决不碰” 

5) 情感支持→数字感知

→数字融入困难行为 

学习能力→感知易用性→替代行为 

“我没读过多少书，一辈子都待在村里面，现在老

了来学这些东西确实很费劲，村里让我们手机上交

党费，我只有去找村长直接交给他” 

辅助支持→态度→回避行为 
“说多了他们也不耐烦，搞得大家都气鼓鼓的，我

也不想用了” 

6) 情感支持→心理条件

→数字融入困难行为 学习意愿→自我效能感→忽略行为 
“那是你们年轻人玩的东西，我这么老了，肯定学

不懂啊” 

7) 心理条件→数字融入

困难行为 从众倾向→忽略行为 “他们都说走路可以赚钱是骗人的，我也没有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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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支持的不足是农村居民数字融入困难行为的直接作用要素，而数字感知在其中又可能会产生

部分中介效应。1) 物质支持→数字融入困难行为。农村老年人智能设备的缺乏直接导致其在日常生活

中尽可能避免使用智能设备，但是这种回避行为是被动的，是外在因素导致的。部分农村老年人虽然

拥有智能手机，但是缺乏良好的网络环境，只能借助别人的帮助满足自己的上网需求。2) 物质支持→
数字感知→数字融入困难行为。农村老年人由于获取信息的渠道十分狭窄，从既往经验出发，对数字技

术标签以片面刻板印象，没有意识到数字信息技术的巨大用处，仅使用简单的通信功能，出现数字融

入的忽略行为。 
信息支持的缺乏导致了农村居民数字融入困难行为的产生，而数字感知和心理条件又在信息支持对

数字融入困难行为的作用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3) 信息支持→数字融入困难行为。学习资源不足主要

体现在老年人所居住的社区缺乏针对数字信息技术的必要培训，同时，来自子女及朋友的辅助学习支持

不够充分。即便老年人怀揣强烈的学习热情，也可能因子女长期外出务工、自身不了解互联网使用方法

而面临学习无门的困境。例如，有受访者表达了学习手机购物的愿望，并主动向子女寻求帮助，却遭到

“无需学习，我来买给你”的回应，凸显出老年人“有学习需求却得不到指导”的问题。4) 信息支持→
数字感知→数字融入困难行为。通过访谈发现，在技术操作上，农村老年人主要存在应用下载问题、账

号注册登录问题、文字输入问题、手机系统设置问题和软件应用具体使用等产品易用性问题，农村老年

人文化水平低，在学习智能手机操作中常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局面，只能被迫放弃智能手机的使

用。在使用风险上，农村老年人出于对自身财产、隐私和人身安全的警惕，对数字技术持有恐惧心理，

表现出严重的抵制行为。 
情感支持的缺位是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困难行为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数字感知和心理条件在其

中发挥了明显的中介效应。5) 情感支持→数字感知→数字融入困难行为。农村老年人在学习数字技术的

过程中会感到困难吃力，尽可能避免使用各种智能设备。老年人在尝试通过子女学习智能手机及其应用

的过程中，常因理解力受限而面临多次询问与操作仍难以掌握技能的困境。这种情况下，子女的不满情

绪较为普遍，进而削弱了老年人的学习热情与积极性。更为严峻的是，即便老年人怀揣强烈的学习意愿，

因子女常年在外工作或自身互联网应用能力有限，他们往往找不到合适的学习渠道，导致“想学而无从

下手”的现象屡见不鲜。6) 情感支持→心理条件→数字融入困难行为。农村老年人基于自己的文化水平

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不愿意参与数字技能的学习，自主学习意愿和接受培训意愿低，体现出他们自我效

能感低下，智能手机仅仅是他们茶余饭后的娱乐消遣和基本通信的工具。 
心理条件是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困难行为产生的直接影响因素。7) 心理条件→数字融入困难行为。

农村老年人的认知和判断能力不足，当周围群体出现与自己意识不一样的行为产生时，他们会迫于群体

压力，与群体成员保持一致，变得“随波逐流”。如有受访者表示：“我听到他们都说网上购物买的东西

质量都不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我也不敢在网上买了。” 
通过对访谈文本的编码，上文分析了当前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困难的原因对其行为的作用路径，在

此基础上，本文最终构建了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困难原因对其行为的关系结构模型，如图 2 所示。 
该模型的构建从过程论的角度为探究数字融入困难贡献了一套含有逻辑机理的行为模式分析框架。

该模型主要由刺激因素、机体因素、反应因素和人口学统计属性四个实体组成：刺激因素包括物质支持

(硬件接入、网络接入和信息接入)、信息支持(技术操作、使用风险和学习资源)、情感支持(辅助支持、学

习能力和学习意愿)三个组成部分，这三种社会支持的主体主要为政府、社区和亲友；机体因素包含数字

感知(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风险和态度)和心理条件(自我效能感和从众倾向)，机体因素会对刺

激因素做出中介反应，在一定条件下心理条件也会直接作用于数字融入困难行为；反应因素主要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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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困难行为：回避行为、忽略行为、替代行为和抵制行为，这是刺激因素和中介因素外化到农村老年

人的行为表现结果；农村老年人的人口学统计信息，它们对数字融入困难行为起基础性的作用。 
 

 
Figure 2. A user portrait model of rural elderly people’s behavior of digital integration difficulties 
图 2. 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困难行为的用户画像模型图 

4.4. 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群体分化现象 

 
Figure 3. Digital integration of the group differentiation map 
图 3. 数字融入群体划分图 

 
在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的过程中，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存在群体分化现象。结合杨菊华[35]

的研究成果，我们将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困难行为界定于追随者、逃避者、碰壁者和边缘者之中，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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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属性进行排列匹配，见图 3。追随者拥有较高的数字使用能力和数字融入意愿，对数字技术一般保

持积极接受的态度，根据信息系统持续使用理论，他们会采取持续使用行为。逃避者虽具有较高的数字

能力，但是他们将自己标签归为“老年人”，自我效能感低下，对他人依赖性强(替代行为)，对数字技术

也仅使用简单的通信和娱乐功能(忽略行为)。碰壁者对数字技术，数字融入的意愿也比较强烈，但碍于数

字使用能力的不足，在数字融入中经常遭遇各种困难，出现“心有余但力不足”的局面，寻求他人帮助

(替代行为)或者被迫放弃数字技术的使用(忽略行为)。边缘者是在数字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他们在数字

能力和数字融入意愿均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多固守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信息寻求模式，并且可能由于某些

经历而认为数字化弊大于利，对数字技术保持无感甚至抵触态度，采取回避和抵制行为。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5.1. 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困难成因对其行为的作用路径 

本文从社会支持理论和 S-O-R 理论维度切入，聚焦于农村老年人数字社会融入困难，旨在系统梳理

数字融入困难的影响因素并深入剖析其作用机制。为此，本文构建了以“刺激因素–机体中介–反应行

为”为核心逻辑的理论模型，实现了对 S-O-R 理论在微观层面与动态视角的拓展与补充。该模型特别强

调了构念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揭示了刺激要素是触发老年人感知并影响其中介心理过程的主要因素，并

深入探讨了机体范畴变化在连接外部刺激与个体反应行为中的关键作用，为数字社会融入行为的研究领

域增添了新的分析维度和深度理解，详见表 8。 
 

Table 8. Table of difficult behavior mechanism of rural elderly people’s digital integration 
表 8. 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困难行为机理表 

影响因素 数字融入困难行为(R 反应因素) 

  回避行为 替代行为 忽略行为 抵制行为 

 硬件接入 √    

物质支持 网络接入  √ + (感知有用性)  

 信息接入     

 技术操作 + (感知易用性)    

信息支持 使用风险    + (感知风险) 

 学习资源  √   

 辅助支持 + (态度)    

情感支持 学习能力  + (感知易用性)   

 学习意愿   + (自我效能感)  

心理条件 从众倾向   √  

“√”表示直接作用，“+”表示产生中介作用。 

5.2. 数字融入困难行为的破解路径：因人制宜，分类施策 

数字技术接入累积递归模型认为数字融入困境的形成有心理接入、物理接入、技能接入和使用接入

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是层层递进，不断累积的。结合数字技术接入累积递归模型，本研究认为在新一

轮的技术创新之后，数字融入中的追随者可能会转变为逃避者、碰壁者和边缘者，他们的数字融入行为

也会由持续使用行为转变为忽略行为、替代行为和抵制行为。碰壁者和逃避者会转变为边缘者，数字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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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为也会由忽略行为和替代行为转变为更为严重的抵制行为，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Evolution trend of digital integration difficulties of rural elderly 
图 4. 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困难行为演化趋势图 

 
因此对不同的群体需要采取对应的干预措施。对边缘者，应先激活其对互联网的信任感和学习的主

动性，克服摒弃对数字技术的焦虑和恐惧心理。加强对老年人的数字反哺，年轻人应该摒弃标签意识，

积极主动耐心向老年人传授数字技能。老年人要发挥朋友、邻里尤其是同龄群体的互助作用，农村社区

以空巢家庭为主，农村老年人彼此熟悉，应推动群体间互相交流学习，促进数字融入。对逃避者和碰壁

者，应分别采用内在增能和外部赋权的应对路径。激发并提高老年人数字社会融入的内在动力，激活数

字技术应用的主体性，减少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加大数字学习资源的供给，农村地区应该开展数字技

术培训，以政府为主导，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政府参与顶层设计，发挥家庭的初级群体作用，耳濡目染

潜移默化引导老年人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同时多方主体共同联合，多渠道引导鼓励农村老年人参

加数字知识学习。至于追随者，在发生技术创新之后，合理设置数字技术利用的“过渡期”，随着数字技

术的不断革新，数字技术的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大，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对数字技术的追随者造成冲击与失

调，这就需要在一定范围内保留传统的线下人工服务通道，将线上与线下相互结合，同时也要关注其对

新的数字技术的使用状况，制定具有前瞻性和时效性的政策，防止因数字技能过时而不得已采取其它消

极困难行为，让其始终保持对数字技术持续使用的状态。 

6.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受深度访谈样本的区域代表性与数量限制，相关结论的普适性仍需要进一步检验。除了本文

调研的西部农村地区之外，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的数字融入发现和研究结论也许会有所不同，未来可以据

此逐步延展，并跟相关研究进行整合或对话。本研究主要采取质性的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虽在揭示老年

人数字融入困境的本质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也应该引入一些量化的研究方法来支撑理论，如在较大规模

样本数量的基础上，探讨数字贫困群体的不同类型对成因与行为之间关系路径的调节效应。 

基金项目 

重庆工商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基于用户画像的农村老年数字贫困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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