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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讨论数字融入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

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融入能够显著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该结果在进行稳健性分析、缓解内

生性问题后仍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融入对女性、城镇地区和较低年龄老年人社会参与

的促进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数字融入能够通过降低老年人被忽视程度、加强老

年人亲友支持来提升其社会参与程度。上述结果进一步丰富了社会支持理论，同时表明身处数字

时代，老年人可以通过数字融入减少社会忽视，获得社会支持实现社会参与并实现社会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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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老龄化速度逐步加快，中国老年人口

规模逐渐扩大，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

学界和社会热议的话题。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

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１］。２０２４年７月１８日，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再

次提出，“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 ，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２］。作为实现积极老龄化的

三大支柱之一，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是积极老龄

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３］。从老年个体层面来

看，倡导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鼓励老年人在政

治、经济和文化等活动中发挥作用，不仅能够抑

制老年群体的社会边缘化现象，还能促进老年

人和社会保持良性互动、增知益能，体现老年人

的个人价值；从老龄社会层面来看，老年人的社

会参与，对于重塑老年文化、发展银色经济、推

动基层社会治理同样十分重要，老龄社会发展

更加需要老年人参与其中。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通过扩展信息渠道、革

新互动模式和重塑身份认同等方式，改变社会

关系和结构，推动社会变革，促使人们的日常生

活逐渐走向深度媒介化，这些都要求老年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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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提高自身的数字素养水平以适应数字化时代

带来的变化。数字融入能够切实保障老年人获

得更加全面的信息，更好地了解社会，同时还能

在日常生活层面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丰富的娱乐

方式，为老年人获得更多服务和资源提供保障，

避免老年人由于数字化水平低等因素而无法实

现社会参与。满足老年人的数字化生存需求并

支持其进行社会参与，是智媒时代积极老龄化

政策的精髓与核心，是数字时代推动老年人社

会参与的重要路径之一。鉴于此，本文拟在厘

清数字融入与老年人社会参与之间的逻辑关系

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影响的异质性，阐明数

字融入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的影响渠道，为拓

展老年人社会参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

学理依据。

　　一、文献综述

　　已有研究从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地区因

素等维度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进行了分

析。从个体特征层面来看，老年人的社会参与

受到年龄、性格、婚姻和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影

响［４］。从家庭特征层面来看，获得家人陪伴的

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概率更高，适宜的家庭规模

同样有利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５］。从地区特征

层面来看，良好的社区环境设施能够为老年人

的社会参与提供良好的保障，有益于老年人的

社会参与；社会性保障服务会鼓励老年人积极

参与［６］。

国内外关于老年人数字融入的讨论可追溯

到代际数字鸿沟，即老年人个人信息生活的贫

乏导致与数字化社会脱节，遭受数字排斥、数字

歧视和数字阻隔。代际数字鸿沟的出现使得有

些学者开始强调子代对亲代和祖代的数字反哺

的重要性。代际数字鸿沟主要表现为两代人之

间的接入沟、使用沟、素养沟，也称其为知识沟、

内容沟、动机沟、权利沟等［７］。随着银发网民规

模的扩大，老年人触网率不断提升，对代际数字

鸿沟的研究逐渐转向老年人的数字融入：一方

面，数字融入是消解数字鸿沟的有效路径；另一

方面，数字融入也可以更积极地反映老年群体

的数字化生活境况。已有研究关于数字融入的

测度由于视角不同存在差异，尚未达成一致意

见。刘翠霞［８］根据需求满足的层次将其划分为

初阶融入、中阶融入和高阶融入三个维度，汤华

萌等［９］则仅通过是否上网测度数字融入，而上

官莉娜等［１０］则从使用意愿和使用能力两重维

度对数字融入进行测度。

已有研究更多从互联网使用这一维度分析

数字融入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但是结论

并不统一。一方面，李志光等［１１］认为互联网普

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老年人的生活，扩大

老年人的社交网络，使其免于社会隔离，有利于

提升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性和社会参与度；另一

方面，许肇然等［１２－１４］认为互联网并不利于老年

人的社会参与，因为频繁使用互联网有可能挤

占老年人其他的社交时间，减少与家庭成员的

交流，进一步缩小老年人的社交圈，减少老年人

的社交网络，并增加老年人出现抑郁和孤独感

的可能性，从而不利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同

时，使用互联网还可能降低老年人现实层面的

归属感，进而不利于其社会参与［１５］。

综上所述，数字融入对老年人社会参与影

响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已有研究更多

关注互联网使用而非数字融入对老年人健康的

影响；二是已有研究关于数字融入对老年人社

会参与的异质性讨论有限，并未结合老年群体

异质性展开分析；三是已有研究对数字融入影

响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作用机制缺乏系统分析。

本文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数字

融入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深入分析数字

融入对老年人社会参与影响的异质性和作用机

制，以深化老年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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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１．数字融入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

根据扩大理论，老年人的数字融入能够提

高其社会参与度，有助于老年人更好地实现社

会融合［１６］。在线服务的使用能够为老年人社

会参与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使其免于社会隔

离，有效保证其社会化的顺利实现。总的来说，

数字融入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广阔的社交和学习

空间，打通了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渠道和路径，使

他们能够更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保持活跃和

良好的生活状态。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　数字融入能够促进老年人社会

参与。

２．数字融入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异质性

影响

由于老年人本身特征不同，其性别差异、城

乡差异和年龄差异都使得数字融入对其社会参

与产生异质性影响。女性老年人和男性老年人

在数字融入过程中的偏好和使用范围存在差

异；城镇老年人对于数字化资源的获取比农村

老年人更具优势，这种数字化资源的差异化可

能会带来城乡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差异化。在年

龄层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学习并适应新

技术的能力会逐渐减弱，身体健康状况较好的

老年人可能更能够利用数字技术参与社会活

动，而身体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则可能受到限制，

无法充分利用数字技术通过数字融入进行社会

参与。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　数字融入对老年人社会参与存在

异质性影响。

３．被人忽视和亲友支持的中介效应

社会支持理论强调个人通过社会关系网络

获得相应的心理依靠与物质资源。对老年人而

言，数字融入有利于老年人获得更多的社会支

持。从社会支持理论来看，数字融入对老年人

社会参与的作用机制主要分为两个维度。一是

降低老年人被人忽视的程度。老年人常常面临

社交孤立和被忽视的问题，特别是在他们身体

状况不佳或者独居状态下，数字融入有利于老

年人获得信息，维持其社会身份并且获得情绪

支持，降低被人忽视的程度，进而避免其陷入社

会隔离。二是加强老年人的亲友支持。老年人

通过数字技术可以更容易地与亲友保持联系，

减轻社交孤立感。数字技术为老年人拓展社交

圈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保障，老年人能够通过社

交媒体、在线社区等平台参与不同的社会活动，

实现线上线下的联动参与，从而增加老年人社

会参与的机会。通过数字技术，老年人可以更

自主地参与社会活动，不再受限于年龄或者身

体条件。老年人在面临问题或者需要支持时，

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更便捷地获取帮助和信息，

与亲友、社区组织或者专业人士进行在线沟通，

寻求支持和建议，从而增强了他们的社会参与

能力。数字融入能够帮助老年人维护并提升个

人社交网络的广度和社会支持度，进而有利于

其社会参与。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３　数字融入可通过降低被人忽视程

度、增加亲友支持来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１．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２０１８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

查数据。该数据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实施的

一项全国性追踪社会调查项目，其目的是全面

了解老年人的基本情况。该调查覆盖２８个省

（区、市），运用分层多阶段的概率抽样方法，涵

盖了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特征，

包含了老年人数字融入及其社会参与的相关情

况，能够全方位考察老年人数字融入及其社会

参与状况，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本文选取的样

本为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在对缺失变量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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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进行剔除后，得到９９６９个有效样本。

２．变量界定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老年人的社会参与，

选取个体劳动参与、社会活动参与（治安巡逻、

照料他人、维护卫生、调解纠纷、陪同聊天、专业

技术服务、关心教育下一代）作为判断老年人

社会参与状况的依据，构建社会参与的二元变

量，老年人至少参与其中一项活动的赋值为

“１”，否则赋值为“０”。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老年人的数字融

入，即在数字化社会中，老年人能够跨越三级数

字鸿沟，获得数字设备，使用数字设备，具备基

本的数字素养，融入数字化生活［１７］。本文从老

年人数字设备的接入、数字设备的使用和基本

数字素养三个维度构建数字融入指标。其中，

数字设备的接入包含“是否有网络覆盖”和“是

否有智能手机”两个方面，数字设备的使用用

老年人“是否上网”进行度量，基本数字素养则

用“老年人的教育水平”进行度量。最终数字

融入则由三个维度的具体指标综合加权所得，

数字接入、数字使用和基本数字素养的权重均

为１／３，数字融入的值越高则说明老年人基本

的数字融入情况越好。数字融入深度用老年人

是否运用互联网进行以下活动为依据：（１）语

音、视频聊天；（２）文字聊天；（３）网上购物；（４）

浏览在线新闻；（５）浏览新闻以外的文章资讯；

（６）在线看视频、听音乐；（７）玩游戏；（８）交通

出行；（９）健康管理；（１０）投资理财；（１１）学习

培训；（１２）其他相关活动。对老年人运用互联

网参加活动数量进行加总即可得到老年人数字

融入深度的指标，其在线活动类别越丰富，说明

其数字融入深度越高。

本文将老年人的个体、家庭和社区特征等

相关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个体特征

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户口状况、慢性病情

况、个人年收入和生活满意度，家庭特征包括子

女支持情况和家庭常住人口数量，社区特征包

括社区是否举办健康讲座、是否有活动场地和

棋牌室。变量的定义与均值见表１。

３．模型设定

本文构建的老年人社会参与指标是分类变

量，所以在基准回归中，首先采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进

行估计，其公式如下：

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ｉ＝α１＋α２Ｄｉｇｉｔａｌｉ＋βｉＸｉ＋εｉ①
其中，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ｉ表示老年人是否参与社会活

动，Ｄｉｇｉｔａｌｉ表示老年人的数字融入情况，Ｘｉ代

表所有其他的控制变量，εｉ为随机误差项，α１
是常数项，α２表示数字融入的系数，βｉ为其他

控制变量的待估参数。

数字融入与老年人社会参与状况之间可能

存在内生性问题。数字融入与老年人社会参与

之间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会引发

内生性问题，同时一些客观存在但难以测量的

遗漏变量也可能会影响老年人的数字融入和社

会参与状况。此类问题一般可以使用工具变量

法解决，本文使用条件混合过程（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ｘｅｄＰｒｏｃｅｓｓ，简称ＣＭＰ）方法和ＩＶ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解决基准模型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的

选择需要同时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即工具变

量应与内生变量具有相关性，但是同时又能够

满足外生条件。本文选取老年人所在省份的省

级ＩＰｖ４比例作为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工具变量，

利用ＣＭＰ方法和 ＶＩ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解决内生性问

题。省级层面的 ＩＰｖ４比例与老年人的数字融

入存在一定相关性，但是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

不相关，因此能够满足工具变量的要求。

为了进一步讨论数字融入对老年人社会参

与状况的作用机制，本文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

型分析并检验其中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中介

效应模型的构建分三步进行［１８］：一是用被解释

变量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如式②所示；二

是用中介变量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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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的定义与均值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解释说明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社会参与 老年人是否有社会参与行为，有为“１”，无为“０” ０．５２０ ０．５００

解释变量

数字融入 老年人数字接入、数字使用和数字素养的加权所得 ０．４１４ ０．３２１
数字设备接入 老年人是否有数字设备（宽带或移动设备等） ０．７１４ ０．４５２
数字设备使用 老年人是否使用互联网等 ０．３３２ ０．４０２
基本数字素养 老年人是否具备基本的数字素养 ０．１９５ ０．３９７
数字融入深度 实现数字接入的老年群体中数字融入的深度 ３．３２２ １．７５２

个体特征

年龄 老年人的实际年龄 ７１．２１９ ７．２３２
性别 男性为１，女性为０ ３．８１０ ０．８３１

婚姻状况 在婚状态为１，其他为０ ０．７０２ ０．４５７
户口状况 农村户口为１，城镇户口为０ ０．５１４ ０．５００
慢性病情况 老年人患有慢性病为１，未患慢性病为０ ０．７３４ ０．４４２
个人年收入 老年人年收入取对数 ９．５６９ ３．１８７
生活满意度 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１～５表示非常不满意至非常满意 ３．８１０ ０．８３１

家庭特征
子女支持 能够获得子女经济等方面的支持为“１”，没有为“０” ０．８７２ ０．３３４

家庭常住人口数量 家庭常住人口的数量 ２．６０５ １．２３１

社区特征

健康讲座 所在社区有无开展健康讲座，有为“１”，无为“０” ０．０６７ ０．２５０
社区棋牌室 所在社区有无棋牌室，有为“１”，无为“０” ０．３１９ ０．４６６
社区活动场地 所在社区有无活动场地，有为“１”，无为“０” ０．５２０ ０．５００

中介变量
被人忽略 老年人是否被人忽略，是为“１”，否为“０” ０．４０７ ０．４９１

亲友支持数量 能够支持老年人的亲戚朋友的数量总和 ４．４９６ ２．０２８
工具变量 ＩＰｖ４比例 ２０１８年所在省份的ＩＰｖ４比例 ４．０２２ ５．３９２

③所示，其中，Ｍｉ为中介变量；三是用被解释变

量、核心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如式④

所示。本文完整的中介效应模型由如下三个方

程式构成：

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ｉ＝λ＋ｃＤｉｇｉｔａｌｉ＋μ１ｉ ②
Ｍｉ＝λ＋γＤｉｇｉｔａｌｉ＋μ２ｉ ③

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ｉ＝λ＋ｃ′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ｂＭｉ＋μ３ｉ ④

　　四、实证检验

　　１．数字融入对老年人社会参与影响的基准

回归

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考察数字融入对

老年人社会参与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见表２。

表２中的模型①至模型④依次控制了个体特

征、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以分别考察不同控制

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在这４个模型中，数字

融入的系数值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促进

了老年人的社会健康，即老年人数字融入状况

越好，社会参与的概率越高，假设１得到验证。

其原因可能在于数字融入能够加强老年人与社

会层面的接触，一方面能够更加及时有效地获

取相关信息，便于老年人进行社会参与；另一方

面有利于老年人及时行动，积极参与到社会活

动当中。

在控制变量方面，从个体特征来看，模型④
的回归结果表明年龄变量的系数在１％显著性

水平下为负，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社

会参与的概率会逐渐降低。相比于女性老年

人，男性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状况较好；处于在婚

状态的老年人，其社会参与程度优于非婚状态

的老年人；农村老年人比城镇老年人社会参与

状况更好；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社会参与情况

不及未患慢性病的老年人；个体收入水平越高，

生活满意度越高，老年人社会参与状况越好。

从家庭特征来看，能够获得子女支持、家庭常住

人口数量越少的老年人，其社会参与情况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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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数字融入对老年人

社会参与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社会参与

① ② ③ ④

数字融入
０．１０２ ０．１０７ ０．０９５ ０．１１０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年龄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性别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６）

婚姻状况
０．０９４ ０．１０３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户口状况
０．４３１ ０．４３６ ０．４４２ ０．４４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９）

慢性病情况
－０．２５０ －０．２４９ －０．２３４ －０．２４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０）

个人年收入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生活满意度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６）

子女支持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５ ０．０９５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８）

家庭常住
人口数量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健康讲座
０．３０６

（０．０５３）

社区活
动场地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８）

社区棋牌室
－０．１５８

（０．０２９）

常数项
１．１２０ １．１１１ ０．７８９ ０．７８１

（０．１６２） （０．１６５） （０．１７４） （０．１７５）
Ｐｓ＿Ｒ２ ０．０３９７ ０．０４１５ ０．０４３８ ０．０４８２
Ｎ ９９６９ ９９６９ ９９６９ ９９６９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差。下同。

从社区特征来看，社区为老年人举办健康讲座、

有活动场地，有利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然而社

区棋牌室的设置不利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

２．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

用更换模型设定、替换变量等方法进行回归检

验，数字融入对老年人社会参与影响的稳健性

检验结果见表３。表３模型⑤是运用Ｌｏｇｉｔ模型
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融入同样显著促进了老

表３　数字融入对老年人

社会参与影响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社会参与

⑤ ⑥ ⑦ ⑧ ⑨

数字融入
０．１８１

（０．０７５）

基本数
字素养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１）

数字设
备使用

０．１６０

（０．０３５）

数字设
备接入

０．０６２

（０．０３５）

数字融
入深度

－０．０５５

（０．０１８）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社区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２７００．９６２０．７２８０．８５９ １．６７４

（０．２８４）（０．１７２）（０．１７０）（０．１６９）（０．４７０）
Ｐｓ＿Ｒ２ ０．０４８３ ０．０４７８ ０．０４９３ ０．０４８０ ０．０５６２
Ｎ ９９６９ ９９６９ ９９６９ ９９６９ １９４８

年人的社会参与。模型⑥至模型⑧分别是基本
数字素养、数字使用和数字接入对老年人社会

参与的影响分析。其中，基本数字素养的回归

结果并不显著，而数字使用和数字接入则能够

显著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程度。这表明对老

年人而言，仅具备基本数字素养不足以提升其

社会参与程度，数字接入和数字使用才是更关

键的因素。模型⑨表明数字融入深度和老年人
社会参与之间存在挤出效应，即老年人的数字

融入程度越深，越会挤占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时

间和选择。

３．内生性检验
从理论上来讲，老年人数字融入可以让老

年人获得更多信息，与外界保持良好的沟通，有

利于其社会参与。然而，社会参与状况更好的

老年人可能数字融入程度更高，数字融入与老

年人社会参与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

从而会引发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能够

解决内生性问题，但由于老年人的生理健康状

况并非连续变量，两阶段回归无法有效解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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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离散型变量的内生性问题［１９］。基于此，本文

采用ＩＶ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和 ＣＭＰ方法来解决内生性

问题［１８］。同时运用两种方法不仅能够对模型

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有效控制，还可以对

具体结果进行比较，以保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为地区（省份）层面

的ＩＰｖ４比例。一方面，地区层面的ＩＰｖ４比例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地区数字可及性，与老

年人个体的数字融入情况息息相关，因此能够满

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省级ＩＰｖ４

比例不会对老年人个体的社会参与产生直接影

响，因此能够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

ＣＭＰ方法和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回归结果见

表４。两种方法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均显示，

ＩＰｖ４比例对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影响均在１％的

统计水平上显著，能够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

条件。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可能

存在的内生性偏差后，不管是运用ＣＭＰ方法还

是运用ＩＶＰｒｏｂｉｔ模型，数字融入对老年人社会

参与程度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进一步

证实了数字融入能够有效提升老年人社会参与

状况的结论。

４．异质性分析

上述结果表明数字融入显著促进老年人的

社会参与。考虑到数字融入对老年人社会健康

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本文进一步进行异质

性分析，结果见表５。

表４　数字融入对老年人

社会参与影响的内生性检验

变量名称
ＣＭＰ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数字融入
０．７２１ ０．７３２

（０．２４３） （０．２５６）

ＩＰｖ４比例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社区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３０１ １．３０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５） （０．３７６）

ａｔａｎｈｒｈｏ＿１２ －０．１７４

（０．０７０）
ＬＲｃｈｉ２（１２）３９４０．７３

第一阶段Ｆ值 ２９７．２９
ｗａｌｄＦ统计量 ６．２４

Ｎ ９９６９ ９９６９ ９９６９ ９９６９

其一，根据老年人性别差异进行的回归结

果表明，数字融入仅能够显著促进女性老年人

的社会参与，对男性老年人的影响并不显著。

原因可能在于尽管当代女性在教育水平、经济

独立性和社会参与度等方面已获得长足进步，

但女性长期处于依附地位的现象仍然存在。由

于先天具有的生育功能和父权制家庭分工模式

的延续，女性往往承担着更多的家庭育儿责任，

而数字融入可使得老年女性打破信息隔阂，扩

大人际交往范围，拓宽交流渠道，对其社会参与

边际效应更加显著。

其二，根据老年人的城乡差异进行的回归

表５　数字融入对老年人的异质性影响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性别差异

男性 女性

城乡差异

农村 城镇

年龄差异

较高年龄 较低年龄

数字融入
０．０８５ ０．１３７ ０．１４７ ０．１７５ －０．０１５ ０．２０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６）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３） （０．０７５） （０．０６１）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社区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９７１ ０．６３１ ２．１７９ －０．４５９ ０．４７６ ０．０３１
（０．２４７） （０．２５０） （０．２３８） （０．２５５） （０．２９８） （０．５２６）

Ｐｓ＿Ｒ２ ０．０５３６ ０．０４２１ ０．０３７０ ０．０４７１ ０．０４１８ ０．０４５９
Ｎ ５０７２ ４８９７ ５１２７ ４８４２ ５０１６ ４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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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数字融入对城镇地区老年人社会参

与度的提升效应更加明显。一方面，农村地区

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度比城镇地区的更高，由于

农村地区更多是熟人社会，涉及集体决策的各

类事务需要大家的参与，这样就使数字融入对

农村地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影响的边际效应更

低；另一方面，城镇地区老年人在数字融入方面

的使用度和可及性较农村地区更优，更能发挥

数字融入的优势。

其三，根据老年人的年龄差异进行的回归

结果表明，数字融入对较低年龄老年人社会参

与度的提升效应更加显著，假设２得到验证。

本研究将７０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设定为较高年

龄组，则７０岁以下的老年人设定为较低年龄

组。对老年人而言，社会参与的前提是良好的

身体状况和社会适应能力，较低年龄老年人在

身体状况和社会适应能力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这也启示我们，要发挥数字融入对老年人的社

会参与的促进效应，一方面应保证老年人良好

的身体状况和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应尽早进行

数字化干预，有效发挥数字技术的作用。

５．数字融入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机制检验

进一步分析数字融入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

机制，检验结果见表６。表６中列①回归结果

表明数字融入会显著降低老年人被人忽视的程

度，列③将被人忽视和数字融入共同纳入回归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数字融入对老年人社会参

与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同时“被人忽视”也以

１％的显著水平负向影响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说

明数字融入能够降低老年人被人忽视的程度，

进而有利于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列②回归结果

表明数字融入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的亲友支持

度，列④将亲友支持和数字融入同时纳入回归

模型，发现两者均显著为正，即数字融入能够通

过增强老年人的亲友支持，促进老年人的社会

参与，假设３得到验证。

表６　数字融入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①

被人忽视
②

亲友支持
③

社会参与
④

社会参与

数字融入
－０．１１７ １．１８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７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被人忽视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０）

亲友支持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个体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社区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６１４ １．９３２ ０．８１０ ０．７８９

（０．６７５） （０．２６７）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６）
Ｒ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５
Ｎ ９４８６ ９９６９ ９４８６ ９９６９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实证分析了数字融入对老年人社会参

与的影响，结论如下：（１）数字融入能够显著促

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

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２）较之于基本

数字素养，数字设备使用和数字设备接入对老

年人社会参与的作用更加显著，并且随着数字

融入深度的加深，数字融入与老年人社会参与

之间存在挤出效应；（３）数字融入对女性、城镇

和低龄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促进效应更高；（４）

数字融入会通过降低老年人被人忽视程度、加

强老年人亲友支持来提升老年人社会参与水

平。促进老年人数字融入、保障老年人充分参

与社会活动，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至关重

要。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其一，多方主体协同参与，促进老年人数字

融入。一是应坚持政府在共建老年友好数字支

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构建全面的数字政策支

持体系，以引导多元力量参与数字平台的开发

和运营，推进数字产品的适老化改造。二是应

鼓励社会力量开展智能技术和产品的宣传和教

育培训，为老年人数字融入提供技术支持。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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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难以实现数字融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数

字素养不足，应充分鼓励社会力量为老年人提

供技术培训和志愿服务，帮助老年人融入数字

生活。同时应针对老年人进行数字安全相关法

律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引导，重点引导老年人识

别潜在的风险因素，保护好自己的隐私信息。

三是应发挥家庭成员的情感支持作用，对老年

人进行数字反哺。家庭是老年人数字技能提升

的基础保障，应充分引导家庭成员与老年人进

行沟通，消除老年人对数字技术的恐惧感，不断

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四是老年人数字融入

过程中的“主体性因素”也不可忽视。一方面

应提升老年人的自我主体建构和自我认知能

力，以内在驱动力推动他们更好地克服固有的

“数字抵制和排斥”情绪，减轻老年人的数字焦

虑；另一方面应鼓励老年人参与到数字社会各项

事务中，积极表达老年群体在数字化社会中的观

点、诉求和意见，提升老年群体在社会中的话语

权和影响力，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数字化需求。

其二，加强老年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发

展老年志愿服务事业。应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

将老年人社会参与同社区基层自治相结合，打造

“参与－治理”的新格局，使老年人在社区参与
和融入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从而使其保持心情

愉悦，减缓其衰老过程。同时，政府应努力开拓

适老化娱乐空间，构建适老型生活服务圈。相关

部门应牵头修建小广场、配置健身器械等，对重

点区域进行无障碍升级改造，切实为老年人创造

社会参与条件，扩大老年人活动参与范围。

其三，针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地域

的老年人，为其提供差异化的社会参与支持政

策。应关注不同性别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实际需

求，为中高龄老年人提供与该年龄层次相匹配

的社会参与支持，帮助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扩大参与社会活动的范围；乡村地区应加快适

老性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系统推进上述措

施，逐步构建起老有所用、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的老年友好型社会，促进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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