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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心理健康问题凸显，电子商务发展为解决该问题带来新契机。本研究通

过文献分析确定老年心理健康的9类影响因素，运用ISM模型揭示其层级关系，包括直接层：信息技术使

用、子女代际支持、社区参与；中间层：收入、居住方式、职业、患病情况；以及根源层：受教育程度、

城乡差异。结合老年电子商务现状，发现其发展存在城乡差异、平台适老化不足等问题。为此提出通过

优化界面、完善售后与下单确认机制，加强平台建设；提升老年人电子商务参与能力；提升农村服务便

捷性、拓展服务购买功能，促进市场均衡发展等对策建议，以助力改善老年心理健康状况，推动老年电

子商务与老年心理健康服务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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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in China intensifies, th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the elderly hav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418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418
https://www.hanspub.org/


冯彩琴 
 

 

DOI: 10.12677/ecl.2025.141418 3342 电子商务评论 
 

become promin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to address 
this issue.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study identified nine type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and applied the 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ISM) to reveal their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These include the direct layer: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r-
generational support from childre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he intermediate layer: income, 
living arrangements, occupation, and illness status; and the root lay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urban-rural differences.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lderly e-commerce,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urban-rural differences and insufficient aging-friendly design of 
platforms in its development. To this en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optimizing interfaces, improving after-sales and order confirmation mechanisms to strengthen 
platform construction; enhancing the elderly’s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e-commerce; improving the 
convenience of rural services and expanding the function of service purchase to promote the bal-
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so as to help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and pro-
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lderly e-commerce and elderly mental health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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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重。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 60 岁以上人口占全体人口

的 10.33%；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 60 岁以上人口占 13.26%；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中 60 岁以上人

口占 18.7%。因此，老龄化问题必须重视。当前我国家庭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家庭规模逐渐减小，空巢化

家庭增多，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逐步演变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在互联网与大数据广泛应

用的时代背景中，电子商务呈蓬勃发展之势。国家及时出台多项政策推动其发展，如《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引导电商平台举办主题购物节，支持设立银发消费专区，构

建放心便利的线上线下购物环境。2024 年 3 月，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银发电商发展

报告》明确了银发电商定义，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这些政策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促进了电子商务

与老年心理健康服务的结合，推动行业创新发展，为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提供新的思路与途径。  
目前关于老年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大致可分为：1) 探讨某个因素对老年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

如杨梦瑶等探讨了互联网对老年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指出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的心理抑郁程度呈负相

关，进一步分析表明，在线非正式休闲活动(社交和娱乐)有助于改善老年心理健康，而且这种积极影响主

要作用于城镇老人，对老年女性的作用大于男性[1]。李丹等探讨了收入差异对老年心理健康不平等的影

响机制，指出收入差异导致的老年心理健康不平等随年龄增长呈收敛趋势，身体失能降低了收入对老年

心理健康不平等的影响作用[2]。2) 从不同理论视角构建影响老年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模型，验证模

型以找到显著影响老年心理健康的因素。如俞国良等基于生命历程视角和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了生命历

程–生态系统观模型，全面揭示了影响老年心理健康的个体、家庭、社区、社会等生态因素，以及退休、

丧偶失独、老年人口流动等重要生命历程事件[3]。蒋炜康等基于老年友好社区建设的生态系统理论分析

框架，指出居住方式、居住环境是影响老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4]。3) 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探讨老年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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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问题的解决方法。如孙薇薇等基于社会整合理论及共同体理论，设计以“守门人”模式为核心的中

国方案，研究表明从子女支持、友邻支持、基层服务三个层面全面提升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可以增进其

心理健康[5]。 
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为养老服务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与变革，众多学者对电子商务与养老服务的融

合发展展开了深入研究。李亮分析了我国“银发”市场现状后提出，电子商务的发展为开发银发市场提

供了契机[6]。罗洋在分析老年电子商务发展现状时指出，目前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电商网站数量极少，

且网站存在设计不合理、信息过时虚假等问题，不适合老年人浏览，这使得老年人与电子商务之间存在

距离，限制了老年电子商务的发展[7]。学者彭韬强调了构建数据信息处理平台在养老电商中的核心地位，

提出养老电商模式能解决老年人居家养老面临的诸多问题，如提供便捷医疗服务，包括网上挂号、缴费、

聘请家庭医生等，还在家政、安防、购物等方面提供帮助[8]。而刘萍和范蕤在研究智慧社区管理平台时，

提出其涵盖智慧物业、智慧养老和社区电子商务三大模块[9]。 
综上所述，老年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相关研究已取得一定研究成果，但针对影响因素间的递阶层次结

构的研究有所欠缺。而电子商务与养老服务的融合发展已成为养老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现有研究深入

分析了电子商务养老服务的优势与潜力，全面揭示了当前电子商务与养老服务融合过程中面临的各类挑

战和问题；但是实证研究相对不足，多数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研究视角相对单一。因此，本研究在梳

理老年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借助解释结构模型(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 ISM)，识别出影响

老年心理健康的根本因素，再结合老年电子商务的现状，分析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利用电子商务模式

提高老年人的心理慰藉服务供给，保障老年人群的心理健康状态。 

2. ISM 模型的建立 

解释结构模型(ISM)是一种用于构建系统影响因素结构关系的方法。该方法将复杂的系统分成若干子

系统，通过对系统要素间的模糊、复杂关系进行层次化和结构化处理，把不清晰的认识转化为层次明确

的结构模型，明晰了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ISM 方法的基本研究过程为：梳理分析现有文献，识别

研究问题的影响因素，确定因素间的直接影响关系，进而构建出多级递阶级的结构模型。 

2.1. 确定老年心理健康影响因素集 

本研究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以“老年心理健康”开展检索，共筛选出中文核心文献 60
篇，通过对文献进行分析，对影响老年心理健康频次较高的因素进行归纳、删减、合并，最终得出 9 类

影响因素，用符号 iS  (i = 1, 2, …, 9)表示这些因素，S0表示老年心理健康。如表 1 所示。 
 
Table 1.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elderly’s mental health 
表 1. 老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编号 影响因素 含义 

S0 老年心理健康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程度，一般常用抑郁水平指标来衡量。 

S1 职业 老年人退休前从事的职业类型，包括农业劳动者、非农业劳动者两类。 

S2 患病情况 以老年人患慢性病数量为衡量指标。 

S3 信息技术使用 老年人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如微信、互联网的使用情况。 

S4 子女代际支持 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支持。 

S5 城乡差异 老年人目前居住地，包括农村和城市两类。 

S6 社区参与 老年人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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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S7 收入 老年人目前的收入来源，主要指养老金水平。 

S8 居住方式 老年人居住状态，包括独居、与配偶居住、与子女居住及其他。 

S9 受教育程度 老年人目前的文化程度，包括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本科或大专、

硕士及以上。 

2.2. 建立邻接矩阵 

基于老年心理健康影响因素表的分析，建立邻接矩阵 A，用来描述各因素两两之间直接关系，矩阵

中各个元素为：
1, ;
0,

i j
ij

i j

s s
a

s s


= 
 。

有直接影响
没有直接影响

对
对

。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1 1 1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0 0 1 1 0 0 0 0 0
0 1 0 1 0 0 0 1 0 0

A

 
 
 
 
 
 
 =
 
 
 
 
 
  

 

2.3. 计算可达矩阵 

通过邻接矩阵运算得到可达矩阵 R， ( ) ( ) ( ) ( ) ( )1 1 2n n nR A I A I A I A I A I+ −
≡ + = + ≠ + ≠ + ≠ + ，其中 I

为单位矩阵。 
1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1 0 0 1 0 0
1 0 1 1 1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1 1 0 1 1 1 1 1 1 1
1 0 0 1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1 0 0 0 1 0
1 1 0 1 1 0 0 1 0 1

R

 
 
 
 
 
 
 =
 
 
 
 
 
  

 

2.4. 可达矩阵层级关系划分 

对可达矩阵 R 进行层级分析与层级关系划分：应用可达矩阵 R 中，求 ( ) { }1i j ijS SR r= = ， ( )iR S 称为

可达集，即从要素 iS 出发可以到达的全部要素的集合； ( ) { }1i j ijS SA r= = ， ( )iA S 称为先行集，即可以到

达要素 iS 的全部要素的集合； ( ) ( ) ( )R Ai i iS S SC ∩= ， ( )iC S 称为共同集，表示可达集和先行集中共同要

素的集合。如表 2 所示。 

2.5. 建立解释解释结构模型 

将可达集 ( )iR S 与共同集 ( )iC S 相同的因素作为解释结构模型的第 1 层影响因素集合 L1；删除 L1 在

可达矩阵 R 中所在的行和列，按照上述决策规则寻找解释结构模型的第 2 层影响因素集合，重复操作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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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找出所有层级的影响因素集合。最终得到老年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层级划分表如表 3 所示。 
 
Table 2. Reachability set, antecedent set and common set table 
表 2. 可达集、先行集与共同集表 

影响因素 可达集 R (Si) 先行集 A (Si) 共同集 C (Si) 

S0 0 0，1，2，4，5，6，7，8，9 0 

S1 0，1，4，7 1，5，9 1 

S2 0，2，3，4，8 2 2 

S3 3 2，3，5，6，8，9 3 

S4 0，4 1，2，4，5，7，8，9 4 

S5 0，1，3，4，5，6，7，8，9 5 5 

S6 0，3，6 5，6 6 

S7 0，4，7 1，5，7，9 7 

S8 0，3，4，8 2，5，8 8 

S9 0，1，3，4，7，9 5，9 9 

 
对可达矩阵进行层级分解，得到老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的 6 个层级，将具有关联关系的影响因素

进行连接，各个层级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它们的影响路径。构建出老年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

如图 1 所示。 
 

Table 3.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elderly’s mental health 
表 3. 老年心理健康影响因素层级结构 

层级 要素 

第 1 层 S0老年心理健康，S3信息技术使用 

第 2 层 S4子女代际支持，S6社区参与 

第 3 层 S7收入，S8居住方式 

第 4 层 S1职业，S2患病情况 

第 5 层 S9受教育程度 

第 6 层 S5城乡差异 

3. 老年电子商务现状与解释结构模型的结果分析 

由图 1 的 ISM 模型图可知，影响老年心理健康的各因素是一个 6 级多阶梯系统，结合老年电子商务

模式的现状，较为全面、深入地展示了老年心理健康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机理。 
第 1 层和第 2 层为直接层，处于直接层的因素为 S3 信息技术使用、S4 子女代际支持，S6 社区参与，

属于直接影响因素。在老年电子商务中，信息技术使用是老年人参与的关键前提。当前，随着智能手机

和平板电脑等设备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接触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平台。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丰富

了老年电子商务的形式。除了传统的购物网站，社交电商在老年群体中逐渐兴起。老年人可以通过微信

等社交平台进行商品分享和购买，这种基于社交关系的电子商务模式，不仅方便了老年人购物，还增强

了他们的社交互动。在老年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中，子女代际支持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许多老年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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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涉足电子商务领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子女的引导和帮助。子女会教父母如何使用电商平台进行购物、

如何在线支付等基本操作。同时，老年电子商务也为子女提供了更多与父母互动和表达关爱的方式。例

如，子女可以通过电商平台为父母订购鲜花、水果等礼物，直接送到父母家中，即使不在父母身边，也

能让父母感受到子女的关心。这种基于电子商务的代际互动，增强了亲子关系，进一步提升了老年人的

心理健康水平。目前，社区在老年电子商务的推广和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组织和引导作用。许多社区会

组织老年人参加电商培训活动，邀请专业人士为老年人讲解电子商务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技巧，帮助老年

人克服对新技术的恐惧，提高他们参与电子商务的能力。 
 

 
Figure 1. ISM model diagram for hierarchical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elderly’s 
mental health 
图 1. 老年心理健康影响因素层级分析 ISM 模型图 

 
第 3 层和第 4 层为中间层，在整个 ISM 模型中发挥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处于中间层的因素为 S7收

入、S8 居住方式、S1 职业、S2 患病情况。收入水平在老年电子商务中直接影响着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购

物选择。从现状来看，养老金是大多数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不同职业背景的老年人养老金水平存在

差异，这也反映在他们的电子商务消费行为上。老年电子商务可以为一些收入相对较低的老年人提供了

更多经济实惠的选择。电商平台可以提供价格低廉但质量尚可的日常生活用品，满足了这部分老年人的

基本生活需求。同时，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如限时折扣、满减优惠等，也使得老年人能够用有限的收

入购买到更多的商品。而居住方式对老年电子商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购物便利性和需求偏好上。对于独

居老人和居住在偏远地区的老年人来说，老年电子商务为他们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购物渠道。例如，一些

独居老人由于行动不便，难以亲自前往超市购物，而电商平台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难题。此外，职业背景

不同的老年人在老年电子商务中的表现有所不同。退休前从事非农业劳动的老年人，由于在工作中可能

接触过更多的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对电子商务的接受和适应能力相对较强。而退休前从事农业劳

动的老年人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帮助来适应电子商务。但随着老年电子商务的普及和培训的开展，这

种差距在逐渐缩小。在患病情况方面，患病的老年人对老年电子商务的需求更加特殊。他们可能更关注

与健康相关的商品和服务，如药品、医疗器械、康复用品等。一些电商平台针对这部分老年人的需求，

专门设立了健康专区，提供丰富的健康产品选择，并提供在线问诊、药品配送等服务。 
第 5 层和第 6 层为根源层，是影响老年心理健康的深层根本影响因素，能够直接或通过传递性间接

影响其他影响因素，并且是最容易对其他因素造成影响的因素。根源层的因素包括 S9受教育程度和 S5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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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差异。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在老年电子商务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他们更容易理解和掌握电子商务

的相关知识和操作技能，能够更自主地进行购物决策和操作。他们也更能接受和适应新的电商模式和技

术创新，从而获得更好的购物体验，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可能在这

些方面面临一定的困难，需要更多的引导和支持，这也反映了受教育程度作为根源层因素对老年电子商

务参与和心理健康的深远影响。在老年电子商务的发展中，城乡差异表现得较为明显。城市地区的老年

人在电子商务参与度、消费金额和购物种类等方面普遍高于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城市拥有更完善的网络

基础设施，网络速度更快、覆盖率更高，这使得城市老年人能够更顺畅地访问电商平台。相比之下，农

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部分农村老年人对电子商务的认知度较低，参与度不高。但随着

国家对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和电商下乡政策的推进，农村老年电子商务市场也在逐渐发展。

一些电商企业通过与农村电商服务站合作，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更便捷的购物渠道，逐渐缩小城乡老年电

子商务发展的差距，进而对改善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4. 老年电子商务助力改善老年心理健康的对策建议 

4.1. 加强老年电子商务平台建设 

一方面要优化平台界面与功能。老年电子商务平台应进一步简化操作界面，采用简洁直观的设计风

格，突出商品展示、购物流程引导等关键功能模块，减少不必要的复杂设计元素，确保老年人能够轻松

找到自己需要的商品。同时增加适老化功能，如语音导航、视频客服等。语音导航可以帮助视力不佳或

操作不熟练的老年人通过语音指令完成购物流程；视频客服则能让老年人更直观地与客服人员沟通，解

决购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另一方面要完善老年购物售后服务。建立专门的老年用户服务团队，提供快速响应和贴心服务。对

于老年人购买的商品，提供免费安装调试(如轮椅、老年电子产品等)、上门维修、定期回访等服务，确保

老年人能够正确使用商品并获得良好的使用体验。此外可以建立专门针对老年用户的下单产品再确认服

务机制。在老年用户完成下单操作后，平台可在第一时间通过电话联系老年用户本人，向其详细确认购

买的商品信息，包括商品名称、数量、规格、价格以及收货地址等关键要素，确保老人清楚知晓自己的

购买行为。对于部分操作不熟练或可能存在误下单风险较高的老年用户，平台可在获取用户授权的前提

下，联系其子女或亲属进行二次确认。平台可以在注册或首次下单时，设置一个可选的紧急联系人信息

填写栏，当出现可能的误下单情况时，及时与紧急联系人沟通确认。通过这种双重确认机制，有效减少

老年人因操作失误而导致的误下单情况，保障老人的购物安全和资金安全。 

4.2. 提升老年人电子商务参与能力 

首先要制作专门的老年电子商务培训教材和宣传资料，以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形式呈现电子商务

相关知识和操作步骤。可以将培训教材制作成手册或海报，放置在社区活动中心、老年大学等场所，方

便老年人随时查阅和学习。同时，利用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以及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渠

道，传播老年电子商务知识，提高老年人对电子商务的认知度和参与意愿。其次倡导家庭成员积极参与

老年人的电子商务学习过程，鼓励子女与父母共同购物，手把手教父母使用电商平台，分享购物经验和

技巧，增进亲子关系的同时，提升老年人的电子商务操作能力。最后社区和社会组织可以开展志愿者活

动。例如，志愿者可以定期到孤寡老人或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中，协助他们进行购物、处理售后问题等，

帮助老年人克服在电子商务参与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参与感，同时增强老年人的社

区归属感和社会支持感，通过社交互动促进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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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促进老年电子商务市场均衡发展 

一方面提升农村电商服务便捷性。进一步增加农村电商服务站点的布局密度，不仅在乡镇一级，还

应向人口较为集中的村庄延伸。除了现有的快递站服务点，可在村委会、农村小卖部等场所设立兼职的

电商服务点，方便老年人就近取货和办理退换货业务。针对农村地区地域广阔、居住分散的特点，合理

规划配送路线，采用定时定点配送与预约配送相结合的方式，满足老年人不同的收货需求。另一方面拓

展服务购买功能。在老年电子商务平台上增设丰富多样的服务购买板块，除家政服务(如清洁、保姆、维

修等)外，还可推出专业的医疗护理服务(如上门打针、康复护理指导等)、心理咨询服务(如在线心理咨询、

情绪疏导等)以及文化教育服务(如老年书法绘画课程、乐器教学等)。这些服务项目应根据老年人的需求

进行细分和定制，提供不同价位和服务时长的套餐选择。同时要建立严格的服务提供商筛选和监管机制，

确保提供服务的人员具备专业资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平台应对服务提供商进行背景审查、技能考核和

用户评价管理，定期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估和监督，为老年人提供安全、可靠、高质量的服务。通过这种

方式，不仅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便利，还能满足他们在健康、精神文化等多方面的需求，有效减少老年

人的孤独感，改善心理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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