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atistics and Application 统计学与应用, 2025, 14(5), 44-51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sa 
https://doi.org/10.12677/sa.2025.145125   

文章引用: 孟繁祯, 胡淳棋, 王晶晶, 何琪琪, 周慧. “银发”群体幸福感实现的对策研究[J]. 统计学与应用, 2025, 14(5): 
44-51. DOI: 10.12677/sa.2025.145125 

 
 

“银发”群体幸福感实现的对策研究 
——基于老年人口数字鸿沟视角 

孟繁祯*，胡淳棋，王晶晶，何琪琪，周  慧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5年4月9日；录用日期：2025年4月30日；发布日期：2025年5月13日 

 
 

 
摘  要 

降低“银发”群体数字鸿沟是创造幸福晚年、建设和谐社会和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环节。本文以数字化

发展背景下杭州市“银发”群体数字鸿沟现状为主题，通过实地调查、问卷和访谈等形式，基于回收的

457份有效调查问卷，借助描述性分析，初步了解杭州市“银发”数字鸿沟现状，探究杭州市老年人口对

个人数字技能的认知，为弥合数字鸿沟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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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ucing the digital divide among the “silver” population is a crucial step toward ensuring a happy 
later life,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sharing the benefits of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xam-
ines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digital divide among the elderly in Hangzhou within the contex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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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ization.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s,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457 valid survey re-
sponses were collected. Using descriptive analysis, this study provides preliminary insights into the 
digital divide among the elderly in Hangzhou and explores their perceptions of personal digital 
skills, offering references for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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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大陆地区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量已占到总人口的

18.7%，较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老年人口占比升高 5.4 个百分点，我国老龄化的问题进一步加深。随

着中国老龄化的不断加深，老年人的幸福感也成为建设更加美好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缓解我国社会主

义基本矛盾的重要一环。然而，近些年新兴技术的飞速发展，老年人口由于缺乏互联网技术的熟练使用

能力，难以较好地融入数字生活，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便利，其在信息获取、社会参与、生活服务等方

面处于不利地位。基于此，本文从老年人口数字鸿沟视角出发，探讨提升“银发”群体幸福感的有效对

策，以期为构建老年友好型数字社会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2. 数字鸿沟现状及老年人口幸福度 

2.1. 老年人口数字鸿沟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数字化的不断发展，数字鸿沟逐渐成为影响“银发”群体共享“数字红利”，提升幸福感

的重要影响因素。数字鸿沟是指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人、家庭、企业及地区在拥有和使用信息技术的

差异，通常按照使用者的数字技术能力强弱分为三个维度：一级“接入沟”、二级“使用沟”、三级“结

果沟。陈杰等(2025)指出，老年数字鸿沟主要表现为技术接入障碍、使用技能不足和心理适应困难，这些

因素共同导致老年人在数字化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1]。靳永爱等(2024)通过对中国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

调查发现，老年人在互联网使用率、数字设备拥有率及数字技能掌握率方面显著低于年轻群体，城乡差

异尤为明显[2]。此外，从生成逻辑角度分析，认为老年群体数字鸿沟与其经济学指标特征、数字技能、

社会交往、健康状况、社会支持密切相关[3]-[5]。 

2.2. 老年人口数字技术提升困境 

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数字包容层面的建设来暂时解决老年人日常生活困境，更需

要老年人自身掌握一定的数字化生存技能，以求从根本上推动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然而，由于老年人

口存在技术恐惧的情况，导致老年人数字技术的提升面临着较大的困境。首先，老年人身体机能和认知

功能逐渐衰退，他们了解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下降；其次，当前数字产品设计普遍缺乏适老化考虑，导

致老年人使用体验不佳，进一步加剧了数字鸿沟[6]；此外，文化资本在老年人数字技术学习中起到中介

作用，但农村老年人普遍缺乏相关文化资本，导致其数字技术提升难度更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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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字鸿沟与老年人口幸福度 

帮助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为老年群体数字赋能，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8]。方振等(2024)基于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发现，数字鸿沟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尤其是

在信息获取、社会参与和生活便利性方面[9]；互联网使用则能够通过人际交往增强老年人的认知能力，

提升乡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10] [11]。李思悦等(2023)进一步指出，社会支持在缓解数字鸿沟对老年人

幸福感的负面影响中起到重要作用[12]。 

3. 调查方法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3.1. 调查方法 

3.1.1. 问卷设计 
此次问卷调查围绕老年人数字鸿沟现状与主观幸福度，出于杭州市整体数字化水平较高的考虑，以

杭州市所有 60 周岁以上的常住老年居民调查总体进行问卷调查，问卷主要纲要如下表 1。 
 

Table 1. Questionnaire outline 
表 1. 问纲要 

主维度 子维度 指标 

基本信息 —— 

性别比例 

年龄分布 

文化程度 

职业结构 

每月收入 

居住时间 

数字鸿沟 

接入 设备拥有 

使用 

新闻资讯 

社交通讯 

生活购物 

金融服务 

旅游出行 

医疗健康 

结果 是否有利 

3.1.2. 样本选择 
问卷调查以杭州市所有 60 周岁以上的常住老年居民为调查总体，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确定样本量并分

配，具体步骤如下。 
(1) 确定样本量 
根据简单随机抽样(不重复抽样)的样本总公式：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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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杭州市第七次人口普查资料，在最大绝对允许误差为 5%，置信度为 95%并考虑无效问卷的条件

下，确定最终样本量为 479。在参考了其他学者在以城市为调查范围的研究里所采用的样本量大小，大多

数样本量大于 200，故 479 这一样本量的大小是合理的。 
(2) 样本量分配 
本次抽样主要利用四阶段抽样、分层抽样、随机抽样、偶遇抽样等方法在第一阶段，利用杭州市 10

个主要行政区域(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萧山区、余杭区、临平区、钱塘区、富阳区、临安

区、桐庐县、淳安县、建德市)中 60 周岁以上的居民人数及老年人人口数量的数据分层抽样抽取城区，根

据各层区域人数占所有区域老人人数总和的比例分配各层样本量；在第二阶段，利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

街道数或乡镇数；在第三阶段，根据所抽中的街道和乡镇，根据平均分配原则分配样本量，并在实地调

查中采用偶遇抽样抽取老年居民；在第四阶段，我们进一步在选取了抽样的街道或乡镇的基础上考虑老

年人集聚的地点，最终选取公园广场、老年人协会／活动中心、老年人食堂三块作为入样对象。样本量

分配结果如下表 2 所示。 
 

Table 2. Allocation of sampling and questionnaire distribution 
表 2. 抽样及问卷发放量分配 

层数 入样 
地区 

入样街道 
或乡镇 

第一次 
抽样结果 

第二次 
抽样结果 最终入样地点 问卷发放量 

第一层 钱塘区 
a 下沙街道 2 58 下沙街道老年活动中心 31 

f 临江街道 1 13 临江街道旭东景苑西侧休闲

公园 32 

第二层 临平区 

b 东湖街道 3 23 东湖街道中央厨房 35 

g 崇贤街道 1 9 崇贤上亿广场 35 

h 塘栖镇 2 41 隆昌社区–老年活动中心 34 

第三层 萧山区 

b 蜀山街道 
2 12 蜀山街道洪岗社区老年人 

活动中心 22 

3 27 丁香社区老年食堂 23 

g 靖江街道 
3 18 靖江老年食堂 22 

1 3 靖江公园 23 

h 南阳街道 
1 29 老界岭度假公园 22 

1 53 南阳街道幸福翼公园 23 

l 进化镇 
2 1 进化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2 

2 22 丰瑞南苑–老年活动中心 23 

o 楼塔镇 
1 29 仙岩山自然公园 22 

3 4 塔楼镇居家养老中央食堂 22 

p 所前镇 
1 42 江寺公园 22 

2 17 萧山区所前镇敬老院 22 

u 益农镇 
2 8 益农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22 

2 27 益农镇敬老院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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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共计发放问卷 505 份，发放地点包括钱塘区下沙街道、临江街道，临平区东湖街道、崇贤街道、

塘栖镇，萧山区蜀山街道、靖江街道、南阳街道、进化镇、楼塔镇、所前镇、益农镇。共计回收 457 份

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414 份，有效问卷率达 81.98%。 

3.2. 描述性统计 

从性别构成来看，男女比例基本持平；从年龄构成来看，66~75 岁占比最高，为 45.54%；从受教育

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学历占比最高，为 46.52%；被调查居民退休前职业以农民为主；月收入水平以 1500
元所占比例最高，为 34.22%；且多数老年人口认为自己智能设备使用能力一般或较差(表 3)。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表 3. 描述性统计结果 

指标 项目 样本量(%) 

性别 
男 56.87% 

女 43.13% 

年龄 

76 岁以上 16.39% 

66~75 岁 45.54% 

60~65 岁 38.07%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46.52% 

初中 26.51% 

高中(中专、中职、职高) 16.87% 

大专 3.61% 

本科及以上 6.51% 

退休前职业 

农民 45.54% 

企业员工 17.35% 

个体经营户 12.05%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10.84% 

公务员 8.19% 

其他 6.02% 

月收入水平 

1500 以下 34.22% 

1500~2500 22.65% 

2500~3500 18.07% 

3500 以上 25.06% 

设备使用能力 
主观判断 

很高 6.70% 

比较高 11.80% 

一般 33.00% 

比较低 12.50% 

很低 12.80% 

未填 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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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银发”群体画像分析 

本文选择老年人群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退休前职业、月收入水平和智能手机使用频率四个变量，

在删除缺失数据的基础上，采用 K-prototype 聚类的方法，对老年人口特征进行分析，类别频数分布与卡

方分析结果如下所示(表 4 和表 5)。聚类及交叉分析结果表明，杭州“银发”群体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

占比最高，为 47.42%，这类群体文化程度、收入和数字生活参与积极性均较高，数字化生活提高其幸福

度；第二类为收入中等、学历较低的农民群体且数字生活参与度较高，他们对数字生活能否提高其幸福

感持中立态度；第三类为收入中等、学历较低且数字生活参与度较高的农民群体，他们对数字生活能否

提高其幸福感持积极态度。 
 

Table 4. K-prototype clustering results 
表 4. K-prototype 聚类结果 

聚类类别 频数 百分比(%) 
cluster_1 184 47.42% 
cluster_2 116 29.90% 
cluster_3 88 22.68% 
合计 388 100% 

 
Table 5. Results of crossover (chi-square) analysis 
表 5. 交叉(卡方)分析结果 

指标 项目 cluster_1 cluster_2 cluster_3 总计 χ2 p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20 (10.87) 82 (70.69) 56 (63.64) 158 (40.72) 

187.576 0.000** 

初中 51 (27.72) 29 (25.00) 31 (35.23) 111 (28.61) 

高中(中专、中职、职高) 66 (35.87) 4 (3.45) 0 (0.00) 70 (18.04) 

大专 13 (7.07) 1 (0.86) 0 (0.00) 14 (3.61) 

本科及以上 34 (18.48) 0 (0.00) 1 (1.14) 35 (9.02) 

职业 

公务员 23 (12.50) 7 (6.03) 3 (3.41) 33 (8.51) 

246.260 0.000** 

个体经营户 49 (26.63) 3 (2.59) 0 (0.00) 52 (13.40) 

农民 4 (2.17) 80 (68.97) 69 (78.41) 153 (39.43) 

企业员工 73 (39.67) 3 (2.59) 2 (2.27) 78 (20.10)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22 (11.96) 15 (12.93) 6 (6.82) 43 (11.08) 

其他 13 (7.07) 8 (6.90) 8 (9.09) 29 (7.47) 

收入 

未填 2 (1.09) 0 (0.00) 9 (10.23) 11 (2.84) 

290.289 0.000** 

1500 以下 3 (1.63) 38 (32.76) 58 (65.91) 99 (25.52) 

1500~2500 33 (17.93) 64 (55.17) 0 (0.00) 97 (25.00) 

2500~3500 43 (23.37) 10 (8.62) 17 (19.32) 70 (18.04) 

3500 以上 103 (55.98) 4 (3.45) 4 (4.55) 111 (28.61) 

智能手机 
使用频率 

经常使用 172 (93.48) 85 (73.28) 86 (97.73) 343 (88.40) 
37.975 0.000** 

较少使用 12 (6.52) 31 (26.72) 2 (2.27) 45 (11.60) 

幸福感主观

认同 

认同 157 (85.33) 27 (23.28) 82 (93.18) 266 (68.56) 

187.622 0.000** 不认同 7 (3.80) 3 (2.59) 6 (6.82) 16 (4.12) 

中立 20 (10.87) 86 (74.14) 0 (0.00) 106 (27.32) 

*p < 0.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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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银发”群体幸福度提升的实践路径 

在对杭州市老年群体进行画像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群体的特征表现，为推动“银发”群体能够

充分共享数字社会的发展成果，从而提升其整体幸福感，提出以下可供参考的实践路径。 

5.1. 第一类群体 

针对该群体较高的文化素养、收入水平及其积极的数字生活参与特征，进一步推动智能健康管理、

在线社交、数字娱乐等高阶数字服务的丰富与优化。通过提升服务内容的个性化、互动性和便利性，满

足其更高层次的数字化需求，进一步提升生活品质。此外，还可以依托高校、社区及企业等多元主体，

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终身学习项目，鼓励该群体参与数字技能培训、兴趣社群及志愿服务活动，增强

其社会参与度与归属感。 

5.2. 第二类群体 

首先，围绕该群体中等收入、较低学历且数字生活参与度较高的特点，优化数字产品的界面设计与

功能布局，着重提升操作的直观性和便利性，降低使用门槛。其次，依托社区组织、公益机构等平台，提

供针对性强、通俗易懂的数字技能培训课程，帮助该群体掌握基础数字技能，提升其信息获取和服务使

用的主动性，增强其对数字社会的融入度和幸福感。 

5.3. 第三类群体 

第一，结合该群体以农业从业者为主、数字生活参与度较高且对幸福感提升持积极态度的特征，推

动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领域的深度应用，通过推广智慧农业系统、电商培训课

程及数字化农产品营销平台等手段，帮助该群体更直接地从数字经济中获益。第二，建设更多适合该群

体的线上线下社交平台，整合志愿者帮扶、互助社区等资源，强化社交互动与心理支持机制，进一步提

升其数字化生活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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