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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究数字经济背景下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的相互关系以及作用机制，以2011年至2022年我国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双向固定模型针对人口老龄化给居民消费水平带来的影响

展开实证分析，采用熵权法测度各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的调节作用。经过

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人口老龄化显著降低了居民的消费水平；其次，数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对此起到缓解作用；最后，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所产生的影响在不同的数字经济发展梯队呈现显著的

地区异质性特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低，抑制作用越强。针对以上分析结果，提出促进数字经济与居

民消费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提供新的思路，以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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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ter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between population aging and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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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p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ata from 31 regions in China from the year of 
2011 to 2022 and a two-way fixed model are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residents’ consumption levels. At the same time,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is adopted to 
estimate each region’s digital economy level to further analyze the regulatory rol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residents’ consumptio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population aging trend distinctly inhibits Chinese consumption levels; secondly,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alleviate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residents’ consumption to a cer-
tain extent; finally,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residents’ consumption has regional hetero-
geneity i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lower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stronger the inhibitory effect.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analysis resul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residents’ consumption,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l-
lenge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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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4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经济会议强调，内需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并提出将扩大国内需求作为明年经济工作之首。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起着基础性作用，

尤其是居民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但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消费不足的

挑战日益突出，尤其是疫情冲击后居民消费收缩的压力尤为严重。比较疫情前后，2010~2019 年，我国居

民消费率从 34.6%上升至 39.1%1，而疫情三年后，2022 年居民消费率下降至 37.2%2，远低于世界平均水

平(55.3%)。因此，夯实内需动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 
在众多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中，人口结构与居民消费水平密切相关，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应从长远

角度考虑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近几年，我国人口结构变化最突出的就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首先，老

年人口占比不断上升：参照联合国的标准 3，我国 2000 年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 4，随着时间的推移，这

一问题愈发严重，2023 年底，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突破 15%5，这一比例已经达到深度老龄化标准。其

次，老龄化呈现出加速态势：1982 年到 2000 年，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 4.9%上升到 7.0%，用时 18 年；

而 2000 年到 2014 年，仅用 14 年该占比就超过 10%；2014 年到 2023 年，9 年时间占比突破 15%。此外，

“未富先老”特征日趋明显，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产生影响。深刻洞察人口老龄化催生出的

居民消费变动趋势，于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而言，既是关乎发展动力接续的核心要点，又是政府制定宏

观政策、企业规划发展战略无法绕开的现实挑战。在这一背景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找

到充分释放老年人消费潜力的路径尤为必要。 

Open Access

 

 

1《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0640.html。 
2《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 
3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0 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10%，或 65 岁及

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7%时，就被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 
4202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10.46%。 
5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4/indexc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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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这一新质生产力为释放老年人消费潜力提供了新的机遇，数字经济在服务养

老社区升级、优化养老机构选择、改进老年商业模式、拓展智慧医疗服务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据统计，

2022 年老年群体网购成新趋势，线上消费增速超 20%。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4 年中国智慧养老行

业市场前景预测研究报告》显示，2019 年中国智慧养老市场规模约为 3.50 万亿元[1]。因此，结合数字经

济这一新兴发展动力，有助于将人口老龄化和居民消费问题与中国实际经济背景和行业最新发展趋势相

结合，增强了研究的现实意义。 

2. 文献综述 

对于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这一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和构建不

同的模型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最早美国经济学家 Modigliani，Brumberg 等[2]研究了人在生命周期各阶

段的消费倾向，认为老年人处于“负储蓄”阶段，在这个阶段，理性的消费者会大量动用之前积累的财

富进行消费，所以社会中老年人口占比越高，社会整体消费倾向也就越高。许多国内学者得出了与生命

周期理论不一致的结论。比如潘红虹(2020) [3]从宏观数据角度，基于中国 2000~2017 年省级面板数据回

归模型，发现人口老龄化与家庭消费率负相关；也有很多研究者从微观层面，通过分析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CFPS)等数据得出家庭老年人口占比与家庭消费支出呈反向变动关系的结论[4] [5]；李静萍，陈南(2022) 
[6]在世代交叠模型理论基础上，将人口年龄结构引入居民消费函数，建立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老龄化通过降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抑制居民消费。 
关于数字经济对老年人消费的影响，大部分研究认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的使用[7]、电商的发

展[8]、产业结构的升级[9]、数字普惠金融[10]等要素有利于优化老年人消费结构、提升老年人的消费水

平，也有研究指出，数字经济加剧了数字鸿沟[11]，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信息接纳能力较弱、政策接受

反应慢、数字适应能力弱，若技术变革太快导致老年人“掉队”，反而会阻碍社会消费的增长。 
现有文献在人口老龄化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上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大部分学者在人口老龄

化会抑制居民消费这一观点上达成共识。而将数字经济纳入人口老龄化和居民消费的分析框架中的文献

相对较少。尽管已有部分文献结合数字经济的背景讨论人口老龄化和居民消费的关系，然而大部分都是

从互联网的使用、电商平台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等单一因素的角度来分析，但这些只是数字经济的一

个或几个方面，数字经济是一项包含多种要素的综合指标，因此构建数字经济综合指标体系作为变量来

分析会更具说服力。将数字经济纳入研究框架，探讨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在

其中的调节效应，并提出促进数字经济与居民消费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试图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提

供理论和实证支持。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3.1. 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水平 

3.1.1. 储蓄效应 
Modigliani (1954)生命周期假说[2]指出，个体在生命周期中平滑消费，老年阶段收入下降但储蓄释放。

然而，现代社会老龄化呈现储蓄刚性特征：一方面，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化。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

数据，2023 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8.6 岁 6，预期寿命延长增加医疗支出不确定性，由此带来的“未

雨绸缪”储蓄行为加强，年轻人考虑到需要为更长久的退休生活积累足够的资金，可能会在年轻时就开

始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高额医疗费用[12]。另一方面，遗产赠与动机增强。在代际关系紧密和

家庭“遗赠动机”强烈的中国，老年人往往倾向将财产性收入和非生产性收入转化为储蓄遗留给子孙

 

 

6数据来源：《2023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8/content_69712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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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ins, 1991) [13]，这样的行为模式不仅有助于个人资产的累积与增长，同时也为下一代提供了更好的

保障。杨晓军和冉旭兰(2023)基于 CFPS 数据库的家庭微观数据，实证研究发现，遗赠动机的存在会影响

家庭的消费–储蓄决策[14]，具体表现为，老年人口越多，拥有遗赠意愿的群体也就越多，相应的遗赠储

蓄也就越高，从而挤占了消费支出。 
此外，老龄化和少子化是一体两面的，因此不能单独从老年人角度看待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还应考虑到少儿抚养的情况。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7，我国居民总和生育率为 1.30，60 岁及以上人

口占比为 18.73%，这意味着中国目前开始进入严重少子化和深度老龄化并存的阶段。少子化使家庭储

蓄目标从“育儿基金”转向“养老储备”，因为当家庭子女数量下降时，人们预期未来来自子女的养老

资源减少，会主动为养老而增加储蓄。因此，当前老龄化和少子化相互交织的现状加剧了居民消费不

足的问题。 

3.1.2. 收入分配效应 
在老龄化社会中，劳动力供给规模减少，而储蓄率的提高却导致资本存量增加。因此，随着老年人

口比重上升，社会中的资本集约度也随之提高，降低了劳动收入在社会总产出中的份额。此外，现阶段

我国的技术进步整体偏向资本要素，这意味着，随着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存量的增加，技术革新更多地体

现在提升资本利用效率上，而不是直接提升劳动力的技能和生产率，这种技术进步偏向会进一步降低劳

动收入份额[15]。在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大部分来源于劳动收入，劳动收入份额的减少使得居民对未来

收入预期下降，消费倾向也随之下降。另一方面，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会对养老保障等支出的需求

增加，这会导致政府和企业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养老等福利保障领域，却对私人消费产生一定的挤出效

应。比如，为了维持养老金体系的运转，政府可能会提高社会保险缴费率和上调社保缴费基数，这意味

着企业和个人都将承担更多的社保缴纳费用，在此情形下，企业营业利润与个人实际收入直接下滑，根

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企业和个人的消费会随着收入的减少而减少，因此政府当初想通过增加社会

保障支出提高消费水平反而挤出了私人消费[16]。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 1：人口老龄化趋势会抑制居民消费水平。 

3.2. 数字经济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居民消费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动力，随着老年人口不断增加，行业动向迅速向养老

相关产业转移。首先，数字经济催生的电商生态打破了传统消费的地理约束。老年群体通过各大电商平

台可便捷获取全国乃至全球商品，解决了因行动不便导致的消费可达性问题。其次，移动支付工具作为

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增强消费即时性，改变老年群体的支付习惯，增强了其消费

意愿。另外，在线医疗也是数字经济作用于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关系的重要方面。人口老龄化使得医

疗保健需求大增，传统医疗模式下挂号难、看病等待时间长，增加了老年人就医成本和负担，抑制了居

民在医疗保健之外的消费支出。在线医疗平台提供远程问诊、预约挂号、电子病历共享等服务，老年人

能更高效地获取医疗资源，减少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消耗，降低医疗成本预期。这使居民有更多资金和

意愿投入到其他消费领域，进而弱化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近年来，智能养老设备的应运

而生也有效激活银发消费市场，如智能家居、健康监测设备等数字产品为老年人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不仅满足了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同时也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促使其消费结构多元化。总的来说，

数字经济通过技术赋能重构消费场景，从需求端激活老年消费潜力，从供给端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对老

龄化抑制效应的系统性调节。 

 

 

7https://www.stats.gov.cn/sj/pcsj/rkpc/7rp/indexc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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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 2：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抑制作用。 
人口老龄化、数字经济以及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作用机制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Diagram of mechanism pathways 
图 1. 作用机制路径图 

4. 研究设计 

4.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居民消费水平。具体以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作为衡量指标，该指标能够直观呈现某一

地区特定年份内居民的实际消费规模，反映居民的消费水平状况。为了减弱数据异方差性，将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取对数作为衡量指标，同时可以使这一变量更接近正态分布。 
(2) 核心解释变量：老年人口占比。将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重作为人口老龄化的衡量

指标。 
(3) 控制变量：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收入是影响消费的关键因素，相较于单纯考量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数额，

收入的增长速率更能反映居民收入的动态变化，对消费的影响研究更具指向性，故而将其设为控制变量。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反映物价变动和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CPI 上升

意味着物价上涨，从而对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支出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纳入模

型中。 
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增长不仅意味着消费群体规模的扩大，年轻人口的增长还能为消费市场带来

新的需求和活力，从而刺激产业发展和消费升级，提升居民整体的消费水平。 
城镇化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各地区的城镇化率。在我国，城镇居民相较于农村居

民在消费规模、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等方面都有差异，所以认为城镇人口比重也会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

影响。 
(4) 调节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目前国内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尚未统一，许多学者

从不同的维度构建了不同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本文借鉴赵涛等(2020) [17]、田泽等(2024) [18]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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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应用、数字创新要素三个维度出发，选取了 11 个三级指标进行测算构建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计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具体指标如表 1 所示。 
 

Table 1. Index system for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表 1.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字经济 

数字基础设施 

每万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人均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 

每平方公里长途光缆线长度 

每平方公里移动电话基站数量 

数字技术应用 

移动电话普及率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比例 

软件产业企业数占比 

平均每家软件产业企业业务收入 

数字创新要素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每万人专利申请数量 

每万人研发人员全时当量 

 
为了提高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选用 2011~2022 共 12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数据样本涵盖了除

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共计 372 个样本，西藏自治区部分数据缺失采用

线性插值的方法填充。老年人口占比、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城镇人口占比等变量指标根据中国统计

年鉴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数字经济测算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

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ain variables 
表 2. 主要变量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符号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居民人均消费水平 lnCons 372 9.700 0.406 8.531 10.801 

核心解释变量 老年人口占比 old 372 11.001 2.977 4.824 20.016 

控制变量 

人均收入增速 income 372 0.096 0.034 −0.023 0.203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372 102.812 1.954 97.704 110.101 

人口自然增长 pop 372 0.041 0.035 −0.066 0.117 

城镇人口比 urb 372 0.592 0.130 0.234 0.903 

调节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dig 372 0.285 0.163 0.047 0.717 

4.2. 模型构建与说明 

经过豪斯曼检验，本文构建时间和地区的双向固定模型，基准模型如下： 

 0 1 2 3 4 5α α * α * α * α * α *it it it it it it i t itlnCons old income CPI pop urb u γ ε= + + + + + + + +  (1) 

为了验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效应，加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老年人口占比的交互项，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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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0 1 2 3 4 5 6

7

ln * * * * * *
                * *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t i t it

Cons old income CPI pop urb dig
old dig u

α α α α α α α
α γ ε

= + + + + + +

+ + + +
 (2)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 ln itCons 表示省份 i 在 t 年的居民消费水平； itold 代表省份 i 在 t
年人口老龄化的水平； itincome 表示省份 i 在 t 年的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CPIit 表示居民消费物价指数；

popit 表示人口自然增长率；urbit 表示城镇人口比重；digit 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iu 和 tγ 分别表示不可

观察的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 itε 为随机扰动项。 

5. 实证分析 

5.1. 基准回归结果 

本研究采用地区和时间的双向固定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为了将不同回归方式的结果进行参

照对比，表 3 展示了三种回归模型的结果：模型(1)只有老年人口占比这一核心变量，未控制其他变量；

模型(2)控制了其他变量，在回归时采用普通标准误；模型(3)控制了其他变量，同时考虑组内相关性，采

用聚类稳健的标准误。根据回归结果来看，三个模型中核心变量的系数都是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

明老年人口占比增加会对居民消费率产生负向影响。分别看三个模型，模型(1)未控制变量时老年人口占

比的系数为−0.025，模型(2)和模型(3)控制变量后这种负向影响有所减弱，系数为−0.015，意味着社会中 
 

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lnCons 

(2) 
lnCons 

(3) 
lnCons 

old −0.025*** −0.015*** −0.015*** 

 (−8.59) (−5.98) (−2.79) 

income  1.228*** 1.228*** 

  (5.97) (3.26) 

CPI  0.002 0.002 

  (0.54) (0.51) 

pop  0.041 0.041 

  (0.18) (0.07) 

urb  1.600*** 1.600*** 

  (10.85) (6.86) 

Constant 10.325*** 8.518*** 8.518*** 

 (295.73) (24.19) (21.10) 

固定省份 YES YES YES 

固定时间 YES YES YES 

标准误 未聚类 未聚类 聚类 

Observations 372 372 372 

R-squared 0.687 0.692 0.692 

注：括号内为 t 值，***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5，*表示 p < 0.1，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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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占比每上升 1%，居民消费水平将下降 0.015 个百分点。为了使统计结果更可靠，模型(3)考虑了

同一地区内可能存在的组内相关性，采用聚类稳健的标准误使估计结果更加可靠，核心解释变量 old 的

系数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1 的成立。 

5.2. 稳健性检验 

分别选取以下方法展开稳健性检验： 
1. 更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相较于居民消费支出的绝对值，居民消费率更能反映居民平均消费

倾向。参照已有文献的研究，用居民消费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居民消费

水平[19]。记为 Cons_rate，得到的回归结果列入表 4 中的模型(1)。 
2. 增加控制变量。人口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仅体现为老龄化影响消费水平，少儿抚养比也会影

响家庭和社会的而消费行为，所以在模型中引入少儿抚养比这一控制变量，记为 children_rare。得到的回

归结果列入表 4 中的模型(2)。 
3. 缩短样本周期。为了减少时间趋势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将较远年份的样本剔除，仅保留近 10 年即

2013~2022 年的数据再次回归。得到的结果列入表 4 中的模型(3)。 
4. 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存在时间滞后性，老年人口比重的

增加可能并不会在当年立即改变居民消费水平，为了更好捕捉地这种潜在的时间滞后性，使用老年人口

比重的滞后一期代替原值再次回归。得到的回归结果列入表 4 中的模型(4)。从表 4 的结果可以看到，四

种模型中核心变量的系数仍然都是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并且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值与基准回归的系

数相较只发生了微小变动。模型(1)由于被解释变量的量纲发生了变化，所以系数值差别较大，但其解释

意义仍然与本文的假设 1 相一致。因此认为基准回归的结果是相当稳健的。 
 

Table 4.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s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VARIABLES (1)替换被解释变量 
Cons_rate 

(2)更改时间周期 
lnCons 

(3)增加控制变量 
lnCons 

(4)滞后一期 
lnCons 

L.old    −0.015*** 

    (−2.43) 

old −0.599*** −0.016*** −0.014***  

 (−4.68) (−2.77) (−2.75)  

income 46.343*** 1.534*** 1.177*** 1.652*** 

 (6.50) (3.79) (3.08) (3.97) 

CPI 0.064 0.006* 0.002 0.003 

 (0.83) (1.75) (0.59) (0.91) 

pop 27.491*** −0.093 0.068 −0.037 

 (2.92) (−0.17) (0.12) (−0.07) 

urb 8.911 1.452*** 1.596*** 1.554*** 

 (1.58) (5.43) (6.60) (5.80) 

Children_rate   0.005**  

   (2.05)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4984


肖瑶 
 

 

DOI: 10.12677/ecl.2025.144984 1059 电子商务评论 
 

续表 

Constant 55.864*** 8.445*** 8.429*** 8.501*** 

 (6.17) (22.49) (21.36) (23.51) 

固定省份 YES YES YES YES 

固定时间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s 372 310 372 341 

R-squared 0.801 0.790 0.692 0.791 

5.3. 内生性检验 

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比如较高的消费水平可能通过改善医

疗条件，延长人口寿命，进而反作用于老年人口比重，因此，采用工具变量法对模型进行内生性处理。

参考前人研究，本文选取历史出生率这一指标作为老年人口比重的工具变量[20] [21]。结合我国人口政策

的实际，1980 年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后，从 1990 年开始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如今

的老年人口比重过大，因此，本文选用 1990~2021 年的人口出生率作为老年人口比重的工具变量，用两

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根据回归结果，首先 Kleibergen-Paap rk 的 LM
统计量和 Kleibergen-Paap rk 的 F 统计量表明通过了识别不足检验，说明面板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是有效

的。从回归系数来看，第二阶段回归中主变量的系数在 5%的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再次验证人口老龄化

抑制居民消费水平的结论具有可靠性。 
 

Table 5. Results of endogeneity tests 
表 5. 内生性检验结果 

VARIABLES (1)第一阶段 
old 

(2)第二阶段 
lnCons 

his_birthrate 0.088***  

 (3.32)  

old  −0.032** 

  (−2.14) 

income −8.913* 1.103*** 

 (−1.71) (4.06) 

CPI 0.204*** 0.006 

 (2.72) (0.93) 

pop −2.291 −0.003 

 (−0.50) (−0.01) 

urb −18.301*** 1.260*** 

 (−5.21) (3.76) 

Constant 5.618 8.639*** 

 (0.76) (18.20) 

固定省份 YES YES 

固定时间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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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Observations 372 372 

R-squared 0.626 0.790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识别不足检验) 10.167 [0.0014]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statistic 
(弱工具变量检验) 10.999 [8.96] 

5.4. 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在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影响中的调节效应，在模型中加入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dig)这一变量及其与老年人口比重的交互项(old * dig)，结果如表 6 所示。模型(1)仅加入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这一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 0432，且在 5%的统计意义上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老年人口比

重的交互项，交互项(old * dig)的系数为 0.013，在 5%的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即在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抑

制居民消费的前提下，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弱化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验证

了本文假设 2 的成立。 
 

Table 6. Results of moderating effect tests 
表 6.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VARIABLES (1) 
lnCons 

(2) 
lnCons 

old −0.016*** −0.012*** 

 (−3.54) (−3.76) 

income 0.915*** 1.567*** 

 (2.37) (4.71) 

CPI 0.006 0.013 

 (0.76) (1.47) 

pop 0.235* 0.251 

 (1.74) (0.76) 

urb 1.732*** 1.876*** 

 (10.48) (8.56) 

dig 0.432** 0.766* 

 (2.05) (1.76) 

Old*dig  0.013** 

  (2.13) 

Constant 8.141*** 8.163*** 

 (14.15) (15.64) 

固定省份 YES YES 

固定时间 YES YES 

R-squared 0.645 0.713 

Observations 372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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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异质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的异质性，本文根据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最新所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2024)》[22]，将我国 31 个省

(直辖市、自治区)据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由高到低划分为三个梯队 8，以梯队为界限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结果显示，三个模型中老年人口占比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但影响程度不同。其中，

第一梯队地区人口老龄化抑制居民消费程度最弱，第二梯队其次，第三梯队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抑

制作用最强，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负向影响越弱。原因可能是在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高质的网络通讯、发达的物流系统更加方便了老年人购

物，其次，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商业创新程度通常也更高，能更加精准地定位到老年消费群体

的个性化需求，推出适配老年消费群体的产品和服务，从而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

而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欠发达的地区，数字经济的调节作用相对受限，所以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

用更为明显。 
 

Table 7. Analysis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表 7.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异质性分析 

VARIABLES (1)第一梯队 
lnCons 

(2)第二梯队 
lnCons 

(3)第三梯队 
lnCons 

old −0.010*** −0.019*** −0.027*** 

 (−2.99) (−3.32) (−3.75) 

income 0.669** 1.175*** 0.999** 

 (2.10) (3.14) (2.13) 

CPI 0.016** −0.007 0.003 

 (2.42) (−1.22) (0.38) 

pop −0.826** 0.002 2.355*** 

 (−2.33) (0.01) (3.17) 

urb 1.709*** 1.684*** 0.297 

 (9.63) (4.80) (0.43) 

Constant 7.331*** 9.488*** 9.091*** 

 (11.90) (14.89) (11.29) 

固定省份 YES YES YES 

固定时间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20 144 108 

R-squared 0.795 0.762 0.679 

6. 结论与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可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基准回归的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

 

 

8报告显示，2024 年我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梯队： 
第一梯队包括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天津、福建、湖北和四川。 
第二梯队包括重庆、河南、河北、安徽、山西、江西、湖南、辽宁、陕西、贵州、吉林和黑龙江。 
第三梯队包括内蒙古、广西、宁夏、海南、甘肃、青海、新疆、云南和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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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这一结果随着被解释变量衡量方式的更换、控制变量的加入、将核心解释变量滞

后一期、缩短时间跨度的处理后仍然稳健。究其原因，随着老年人口比重增加，老年人的预防性储蓄心

理、年轻人的赡养老人压力以及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等因素会增强居民的储蓄动机，从而抑制消费。其

次，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部分抵消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数字经济带动的养老产业的转型升

级不仅有效地刺激了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同时由此带来的就业岗位的增加也为年轻人的消费提供保障。

最后，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所产生的影响在不同的数字经济发展梯队呈现地区异质性特征，人口老龄

化对居民消费的负向冲击在数字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更为明显。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鼓励老年人参与劳动力市场，创造就业与消费的连锁反应：为了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劳动供给

不足的问题，可以借助数字经济对低龄老年人进行合理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比如，构建数字就业平台

与信息匹配系统，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根据老年人的技能、经验、兴趣和身体状况等因素，为

其精准匹配就业岗位。政府可以出台政策鼓励企业吸纳老年劳动力，如给予老年就业补贴或税收优惠等。

随着老年产业以及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不仅为老年人自身提供了更多就业选择，也为其他年龄段人群

创造了就业机会，进一步带动消费市场的繁荣，形成连锁消费反应，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消

费的增长。 
第二，优化数字养老产业，充分激活银发市场：鼓励数字技术在养老服务中的应用，推动养老产业

的转型升级。需要强调的是，在鼓励数字经济发展时，应加强优化数字产品和服务的适老化设计，推出

的产品和服务要充分考虑到不同背景的老年人的使用习惯和差异化需求，确保老年人能够真正参与到数

字化生活。社区也可以开展数字技能培训和教育，提高老年人的信息接受能力和数字适应能力。针对数

字经济在不同地区的发展差异，政府应根据各地的要素禀赋制定差异化的政策，促进数字经济在全国范

围内的均衡发展，使得数字经济的发展成果能够真正惠及到全国各地的老年群体。 
第三，促进老年资产数字化增值，有效盘货老年资产：探索老年资产数字化增值的途径，如发展住

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以房养老)的数字化模式，通过数字化平台优化评估、交易和管理流程，提高老年人

资产的流动性和收益性，让老年人将闲置资产转化为稳定的现金流。同时，鼓励老年人参与数字金融投

资，如购买适合老年人风险承受能力的数字理财产品、参与数字众筹等项目。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逐

步完善相关政策和监管措施，推广适合不同老年群体的资产盘活方式，提高其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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