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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 2020年数据，以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相

关性分析探究网络技术使用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的网络技术使用情况、受教育

程度以及自评健康状况都会对其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越好、使用网络技术，生活

满意度越高。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提高社会对老年人数字鸿沟重视程度、鼓励老年人自主使用

网络技术、增强老年人网络安全意识等建议，以期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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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Tracking Survey (CHARLS) in 2020, this paper 
takes the elderly aged 60 and above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use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through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use of Internet technology, education level and self-rated health status of the elderly 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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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mpact on their life satisfaction. The better the self-rated health status of the elderly and the use 
of Internet technology, the higher the life satisfaction.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finding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social attention to the digital divide of the elderly, 
encourage the elderly to use network technology independently, and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net-
work security of the elderly, so as to improve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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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价值之一，也是世界上各个国家一直坚持不懈努力奋斗的终极目标。二十世

纪七十年代后，我国经济社会飞跃式发展，显著缩短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差距，取得了“质

的突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

物质条件日益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也变得更加多彩多姿。然而，这一辉煌成就的背后，也伴随着人口结

构变化的挑战——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步入了老龄化时代。面对这一全球性议题，我国政府展现出高度

的责任感与前瞻性，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努力构建养老、

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确保老年人能够安享晚年。 
在此过程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社会福祉与治理成效的重要指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

注。信息化和老龄化正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最突出的时代特征[1]。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以其前

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深刻重塑了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 10.92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新增网民 2480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7.5%；农村网民规

模达 3.26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增长 1788 万人，城乡数字鸿沟加速弥合。然而，信息化的发展如同一

把双刃剑，在为老年群体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无形中加剧了他们的数字焦虑。网络技术使用是否能

有效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提升程度如何，如何帮助老年人适应技术变革、融入数字化时代是值得

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2. 相关文献回顾 

对生活满意度的研究，自 21 世纪以来一直受到心理学、老年学等领域的广泛关注。目前学界对于生

活满意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老年人、青少年等群体，并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而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行为和思维模式，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

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国外学者 Wagner 认为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是指 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通过计算机终端而产生的互联网

使用行为[2]。王静支持 Wagner 的概念并结合我国的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将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界定

为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利用手机或电脑等互联网设备进行的一系列相关的互联网使用的行为[3]。 
关于网络技术的使用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郭凯娇等人研究认为老年人使用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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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可以满足学习、社交和娱乐等需求，降低其孤独感，从而提高生活质量[4]。谢祥龙通过对老年人互

联网使用进行研究，发现老年人上网通过获取新技能以促进其认知能力的提升、通过经验控制和独立意

识来增强自我效能感，老年人上网的同时操作能力得到锻炼、获取信息的能力得到提升，该研究证实了

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拥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感[5]。杜鹏、汪斌认为在现阶段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环境下，老

年人对互联网技术的使用可能是一种积极选择性行为，这有助于增强老年群体的参与型资本和提升老年

群体的生活满意度[6]。但是李汉雄等人研究发现，通信技术的发展有利于老年人跨过“数字接入鸿沟”，

但加宽加深了他们的“数字使用鸿沟”[7]。 

3. 实证分析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 2020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简称 CHARLS)。该调查由北京大学主持，旨在收集一套代表中国 45 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

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用以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推动老龄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CHARLS 全国基

线调查于 2011 年开展，覆盖 150 个县级单位，450 个村级单位，约 1 万户家庭中的 1.7 万人。CHARLS
包括人口属性、生活方式、社会态度等多层面的数据，总结了社会变迁的趋势，为学者进行社会问题研

究提供了重要帮助，现已成为我国社会问题研究领域较为权威的数据来源。本研究对象为我国老年群体，

纳入标准为 60 岁及以上的受访者，在剔除不适用，无法回答之后，剩余 9629 个有效样本。 

3.2. 变量处理 

3.2.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幸福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从外部我们无法得知人们是否对

他的生活状态满意，所以我们大多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测量。人们根据自身状况对生活质量进行的

总体评价，一般将其划分为几个不同等级，调查对象根据情况进行选择。根据 CHARLS 调查问卷 DC026
问题“总体来看，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满意？是极其满意，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还是一

点也不满意？”来衡量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选项分为“极其满意”“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

意”“一点也不满意”5 个层次，依次赋值 1~5。 

3.2.2.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上网情况。根据 CHARLS 调查问卷 DA040 问题“过去一个月，您是否上网？包括

用手机网络聊天、看新闻、看视频、玩游戏、理财等”，选项分为“是”“否”，将“是”赋值为 1，将

“否”赋值为 0。 

3.2.3. 控制变量 
大量调查显示，调查对象的个体特征与其生活满意度会有相关性。因此为了减少调查对象的个体特

征对研究结果的干扰，对其个体特征进行控制。参考已有研究文献所证实的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

要变量，选取以下个体特征变量：选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自评健康状况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各

变量的详细情况见表 1。 

3.3. 相关性分析 

通过相关性分析得出表 2。 
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年龄呈现正相关，年龄越大，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越高。骆为祥、李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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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fi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的定义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生活满意度 极其满意 = 1，非常满意 = 2，比较满意 = 3， 
不太满意 = 4，一点也不满意 = 5 2.734 0.790 

自变量 上网情况 是 = 1，否 = 0 0.414 0.493 

控制变量 

性别 男性 = 1，女性 = 0 0.485 0.500 

年龄  69.002 6.914 

受教育程度 文盲 = 1，能识字 = 2，私塾 = 3，小学 = 4，中学 = 5，高中 = 
6，职中 = 7，大专 = 8，本科 = 9，研究生 = 10，博士 = 11 3.750 2.160 

自评健康状况 非常好 = 1，好 = 2，一般 = 3，不好 = 4，非常不好 = 5 2.944 1.029 

 
认为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与人生阅历的增加，老年人逐渐学会了调和行为与观念的冲

突，使自己的情绪较为稳定平和，从而形成积极的生活心态[8]。 
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受教育程度呈现正相关，但相关性不强。相对来说，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意味

着更强的认知能力，受教育水平更高的老年人往往具备更为敏锐的洞察力和批判性思维，这种积极的思

考习惯可以丰富老年人的精神世界，提高对生活的满意度。但是受教育水平更高的老年人也可能因过分

关注社会现象、健康问题或是家庭关系的细微变化，导致自身的生活满意度降低。 
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自评健康状况呈现正相关。邓大松、唐嘉梨认为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生活满意

度本身就是一个主观概念，所以主观指标如健康满意度和自评健康对其的影响更显著。另一方面可能由

于残疾和慢性病的持续性、长期性特点，老年人有适应时期，导致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相对较小[9]。 
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上网情况呈现正相关。陈鑫、杨红燕认为通过互联网简单技能学习、社交软

件使用等，更好地提升老年人的互联网技能，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10]。周军杰等人认为互联网对老年人

而言，只是一种渠道或工具；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实质是通过互联网这种新兴的数字渠道来接触到更多

资源，维系现有的社会联系或社会活动[11]。王静茹、王晓慧也认为互联网使用对不同老年群体主观生活

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社会网络是互联网影响老年人主观生活质量的中介变量，即互联网使用通过维

系和扩大老年人社会网络提高了主观生活质量[12]。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2. 相关性分析 

生活满意度 Coef 

上网情况 0.065 

性别 0.028 

受教育程度 0.005 

年龄 0.019 

自评健康状况 0.274 

4. 讨论 

第一，社会应重视老年人“数字鸿沟”，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的数字化时代，互

联网已成为连接世界、获取信息、享受便捷服务的重要桥梁。然而，这一变革在惠及广大人群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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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悄然间在老年人与社会之间构筑了一道“数字鸿沟”。这道鸿沟不仅限制了老年人的信息获取能力，

还影响了他们享受数字红利、参与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因此，社会应高度重视并积极应对老年群体

的“数字鸿沟”问题。首先，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推动互联网产品和服务适老化改造，如开发简洁易用

的老年人专属 APP、提供大字体、语音导航等功能，降低老年人使用门槛。同时，加强数字素养教育，

通过社区讲座、老年大学等形式，普及互联网基础知识，帮助老年人克服技术恐惧，树立使用互联网的

信心。此外，社会各界也应积极参与，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老年人的数字产品和服务，如远程

医疗、在线购物、智能养老等，让老年人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关怀。家庭成员

更是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应耐心指导家中长辈学习使用互联网，增进亲子互动，让爱与科技同行。 
第二，鼓励老年人自主使用网络技术，提升话语权。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老年人群体逐渐成为不可

忽视的网络用户群体，他们的声音与需求应得到充分重视和表达。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老年人在网络空

间中的主体性。这意味着要尊重老年人的自主选择权，鼓励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需求和能力，自由探

索和使用互联网。网络平台应设计更加友好、易于操作的界面和功能，降低老年人的使用门槛，让他们

能够更加自信地参与到网络生活中来。同时，提升老年网络话语权至关重要。这要求社会各界为老年人

提供更多发声的机会和平台，让他们的声音被听见、被理解、被尊重。可以通过举办老年人网络论坛、

开设老年人专栏、邀请老年网红分享经验等方式，让老年人成为网络空间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意见领袖。

此外，加强老年人网络素养教育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通过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信息甄别能力，帮

助老年人更好地利用网络资源，避免网络诈骗和虚假信息的侵扰，从而更加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

诉求。 
第三，加强老年人网络技术使用安全防范意识。随着老年人日益频繁地接触互联网，他们面临着网

络诈骗、隐私泄露、恶意软件等多种安全风险。因此，加强老年人网络安全教育，提升其自我保护能力，

是保障老年人网络生活安全的关键。首先，家庭成员应发挥重要作用，成为老年人网络安全的第一道防

线。子女和亲属应耐心向老年人传授网络安全知识，包括识别网络诈骗的常见手法、保护个人隐私的注

意事项以及安全上网的基本规则。通过实例讲解和模拟演练，帮助老年人增强防范意识，学会识别并避

免潜在的网络威胁。其次，社会各界应积极参与，共同营造安全的网络环境。政府部门应加大对老年人

网络安全教育的投入，通过公益广告、宣传册、讲座等形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老年人的自我保

护能力。同时，互联网企业也应承担起社会责任，加强产品安全设计，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

网络服务。最后，老年人自身也应保持警惕，主动学习网络安全知识。他们可以通过参加社区活动、阅

读相关书籍或在线课程等方式，不断提升自己的网络安全素养。在遇到不确定的网络信息时，应保持冷

静，及时与家人或专业人士沟通，避免盲目点击或泄露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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