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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

上人口已达 2.64 亿，占 18.70%，较上一个十年上升

了 5.44%［1］。预计我国将在“十四五”时期，由轻度

老龄化阶段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伴随人口老龄化

到来的还有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截至 2020 年 12 月，

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 70.4%，其中，60 岁以上网民数

量占总网民的比例达 10.3%，网龄在一年以下的网

民中，60 岁以上群体的占比较该群体在网民总体中

的占比高 11.0%［2］。网民增长的群体由青年群体向

老年群体转化的趋势日益明显，预计到 2030 年我国

至少有 1/4 的老年人成为网民［3］。对比传统媒介，网

络对老年人再社会化的作用更加明显。在全面建设

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背景下，体育锻炼作为其他文

化生活所不能比拟和替代的预测再社会化的重要指

标［4］，不仅增强和维护了老年人的内在能力，还能促

进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5］。在当前老年人体育锻炼

不足的现实背景以及助推老年人再社会化的迫切要

求下［6-7］，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7 年的微观数据，分析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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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媒介的传播效果在网络化时代对老年人的再社会化进程起着关键作用，同时体育锻炼是预测

老年人再社会化的重要指标，国内鲜有基于全国样本的数据分析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影响。

研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基于再社会化理论，运用logistic模型、倾向得分匹配、

赫克曼模型探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影响。结果发现：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的锻炼频率和

锻炼强度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对锻炼强度的影响更大；中介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

过影响学习状况来促进老年人的体育锻炼；异质性分析显示，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锻炼的促进作用在低

龄老年人、城市户籍老年人以及东部地区老年人中更为明显。以上结果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及赫克曼

模型控制了样本的内生性问题，同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加强老年人的学习行为，

从而促进其参与体育锻炼，有助于加快老年人的再社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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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使用对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的影响，并对潜在的

作用机制及异质性进行探究。本研究将为促进我国

“互联网+”行动的贯彻实施提供参考依据，对互联

网背景下促进老年人的体育锻炼、促进积极老龄化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文献回顾

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是指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通

过计算机等终端使用互联网的行为［8］。研究表明老

年人互联网使用，能使其拥有更多的社会联系，参

加不同类型的社会活动，进而成为老年人再社会化

的重要工具［9］。他们既顺应了时代要求，又可以通

过网络保持和社会的紧密互动，从而达到再社会化

的目的［10］。心理层面，互联网使用有助于降低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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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孤独感，获得更高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11-14］；

也有少量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未对老年人幸福感产

生显著影响，互联网的使用还会减少其与家人和朋

友的相处时间，从而增加孤独感［15-17］。生理层面，互

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生理健康的促进作用也得到了证

实［18-19］。国外也有少量研究开始探讨互联网对老年

人体育锻炼或身体活动的影响［20-24］。通过以上文献

梳理，发现国内外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效应主要有

促进效应和抑制效应。但仍有以下问题尚待解决：

①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影响，是正向促

进还是负向抑制，研究仍存在争议；②以往研究主

要粗略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体育锻炼频率的

影响，观测变量中缺乏对锻炼强度的考察；③以往

研究并未具体探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体育锻炼过

程中可能存在的影响机制以及不同群体的异质性问

题；④以往对互联网使用的研究亦或是互联网使用

对体育锻炼的研究多以小范围、小样本数据为主，尤

其是我国缺少全国性大样本数据作为证据支撑。

因此，本文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利用 CGSS 的

全国数据，从锻炼频率和锻炼强度两个维度，探究互

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影响，并进一步以再

社会化理论为依据，分析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锻炼

情况的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特征，以期为促进我国老

年人体育锻炼，实行老年人“互联网+”行动的贯彻

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再社会化，是指步入老年后的人们需要扮演新

角色以适应发展的社会，主要内容是继续接受教育、

学习新技能、更新知识观念和调整社会关系［25］。参

与体育锻炼是老年人实现再社会化的表现之一，媒

介的传播效果是媒介对个人社会化过程影响大小的

主要指标，而互联网以其便捷、开放等诸多特性改变

了人们的价值观念［26］，也日益影响着老年人的日常

生活，赋予老年人更多的社会接触和社会活动［27］。

研究显示，经常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体育锻炼频次

明显较多，每周进行的中高强度体育锻炼频次也较

多［20］。互联网使用可以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降低

其抑郁倾向，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促

进老年人身心健康，对实现积极老龄化具有促进作

用［13，18-19，28］。而体育锻炼对缓解老年人孤独感［29］、

降低抑郁风险、增强幸福感［30］、促进身心健康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31］。如今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在体

育等领域，拓展了体育的传播渠道［32］，通过互联网

获取信息的老年人逐渐增多，也更加关注体育锻炼

相关的信息，以实现自身的身心健康发展［33］。“网

络增益效应”理论认为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的作用

是积极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会扩大自己的社会网

络，促进社会参与［34-35］。由此，提出本文的第一个假

设：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促进我国老年人参与体育

锻炼。

互联网使用既能促进老年人的线上学习，还能

促进其线下学习，获取所需资讯，增加社会互动频

率［36］，也为其实现终身学习提供机会［37］。互联网

使用能够为老年人娱乐及学习提供便利［38］；巴西老

年人使用互联网带来的三种主要收益之一就是促

进了老年人的学习，另外两种收益是增强社交和娱

乐［39］；欧洲健康、老龄化和退休调查的结果也显示，

互联网使用促进了学习，进而改善了老年人的认知

能力［40］。结合前文再社会化理论的观点，本文提出

第二个假设：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老年人的学习状

况，继而影响其参与体育锻炼。

事实上，由于我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区域

发展不平衡等客观问题，加之不同个体特征的老年

群体对互联网使用也都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比如高

龄和农村老年人就存在互联网的数字鸿沟［41］，宏观

层面的差异以及老年人个体微观层面的差异必然会

对老年人体育锻炼产生不同的影响。由此，本文提

出第三个假设：互联网使用对不同特征老年人参与

体育锻炼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而言，不同年龄阶

段、不同户籍和地区的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对其体育

锻炼的影响不同。

3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3.1　数据来源 

数 据 来 源 于 CGSS2017 年 的 调 查。2017 年

CGSS 共完成有效样本 12 582 份，包含 783 个变量。

CGSS2017 年的调查中包含居民互联网使用的相关

数据，是目前国内罕见的、具有代表性的、个体互

联网使用数据。本文所选取的样本为 60 岁及以上

的老年群体，在剔除缺失值和无效样本后，共得到

3 836 个有效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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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变量选择

因变量为锻炼频率、锻炼强度两个维度。将参

与体育锻炼次数仅是每年数次及更少的老年人视为

锻炼频率低，每周数次及每天参与体育锻炼的老年

人视为锻炼频率高。此外，将每周体育锻炼参与时

间达到 30 min 且出汗的次数作为老年人锻炼强度的

评估，零次视为没有锻炼强度，一次及以上视为有锻

炼强度。

核心自变量为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参考以

往研究的分类方式［19］，将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状况分

为使用互联网与不使用互联网两类。表 1 为互联网

使用与老年人体育锻炼情况的关系，可以看出使用

互联网的老年人锻炼频率和锻炼强度都明显好于未

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替换的自变量包括闲暇上网

频率、主要信息来源是否为网络、上网时间及近半年

是否上网，中介变量为老年人的学习状况，控制变量

则纳入了老年人的个体特征、社会特征和区域特征，

相关变量测度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2。

3.3　模型构建

本文使用 logistic 模型估计互联网使用对老年

人体育锻炼的影响，具体模型为：

( )ln internet1 i i
P

P α β χ γ= + +
-  

其中，P 表示体育锻炼的概率；internet表示互联

网使用；β 表示互联网使用对体育锻炼的影响系数；

χi 表示控制变量；γi 表示控制变量对老年人体育锻

炼的影响系数。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42］和赫克

曼模型［43］来处理样本的选择偏差问题。倾向得分匹

配法的基本思路是利用“反事实”设计一个近似随

机的处理场景，然后通过计算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

的平均差异，进而估计平均处理效应ATT（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具体模型为：

表1　不同年龄段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情况

Tab.1　Internet use of the elderly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变量
均值       整体     60～ 69 岁  70 岁及以上 

锻炼频率 锻炼强度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使用互联网 0.645 3 0.610 5 950 24.77 694 30.74 256 16.22
未使用互联网  0.356 5 0.345 8 2 886 75.23 1 564 69.26 1 322 83.87

样本量 3 836 3 836 2 258 1 578

表2　变量的测度及描述性统计

Tab.2　Measurement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名称及来源题项 均值 标准差 性质 最小值 最大值 说明

因变量

  体育锻炼频率 A3009 0.428 1 0.494 9 虚拟变量 0 1 低频率 =0 高频率 =1
  体育锻炼强度 A15a 0.411 4 0.492 1 虚拟变量 0 1 无强度 =0 有强度 =1
核心自变量

  是否使用互联网 A2805 0.247 7 0.431 7 虚拟变量 0 1 未使用 =0 使用 =1
替换自变量

  闲暇上网 A3012 1.790 7 1.497 1 定序变量 1 5 1-5 表示使用频率由低至高

  主要信息来源 A29 0.088 6 0.284 3 虚拟变量 0 1 来源其他 =0  来源网络 =1
  上网时间 A30c 22.480 5 66.869 3 连续变量 0 900 每天上网时间

  近半年是否上网 A30e 0.236 2 0.424 8 虚拟变量 0 1 未上网 =0 上网 =1
中介变量

  学习情况 A3103 1.736 4 1.068 2 定序变量 1 5 1～5 表示学习频率由低至高

个人特征

  年龄 A3 69.245 6 7.346 4 连续变量 60 103 数值

  性别 A2 0.485 7 0.499 9 虚拟变量 0 1 女性 =0 男性 =1
  户籍 A18 0.510 9 0.490 9 虚拟变量 0 1 农村 =0 城镇 =1
  婚姻 A69 0.735 7 0.441 虚拟变量 0 1 无伴侣 =0 有伴侣 =1
  教育程度 A7a 0.782 3 0.412 7 虚拟变量 0 1 未接受教育 =0 接受过教育 =1
社会特征

  劳动参与 A58 0.262 8 0.440 2 虚拟变量 0 1 未参与劳动 =0 参与劳动 =1
  社会交往 A3007 2.145 2 1.051 7 定序变量 1 5 1～5 表示交往频率由低至高

  经济地位 A43e 2.199 4 0.893 9 定序变量 1 5 1～5 表示经济地位由低至高

区域特征

  所在区域 S41 2.292 5 0.743 1 类别变量 1 3 西部 =1 中部 =2 东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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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 { 1 0 | 1}
 {  [ - 0  |  1 ] , ( ) } 
 {  [  |  1, ( ) ] -  [ 0  |  1, ( ) ]  |  1 } 
 {  [  |  1, ( ) ] -  [ 0  |  0, ( ) ]  |  1 }    

E Y i Y i Di
E E Yli Y i Di P Xi
E E Yli D P Xi E Y i Di P Xi Di
E E Yli Di P Xi E Y i Di P Xi Di

ΑΤΤ = − =
= =
= = = =
= = = =

其中 Di 是处理变量，Y1i 表示个体接受处理后

的结果，在本模型中为存在上网行为的老年人体育

锻炼情况，Y0i 表示个体未接受处理的结果，在本模

型中为不存在上网行为的老年人体育锻炼情况。Xi 

为协变量、ATT 为净效应。赫克曼模型的基本思路

是第一阶段通过估计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倾向后

构建一个修正因子，即逆米尔斯比率 λ，第二阶段将

λ 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带入到回归模型中，其中 λ 的作

用就是得出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自选择性会不会给

结果带来影响。

 0 0
1 1

1
n n

i i i i
i i

X Xλ φ β β ϕ β β
 

    
                

 

其中 φ（·）为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

φ（·）为相应的累计概率分布函数。

本文采用逐步检验法来构建中介效应模型［44］。

基本思路为：首先，估计核心自变量是否显著影响

因变量；其次，估计核心自变量是否显著影响中介

变量；最后，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放进回归模

型进行估计。估计中介效应模型的各方程式如下：

0 1

0 1

0 1 2 3

+ internet + +
+ internet + +

+ internet + +

x i

x i

i

exercise control
study control
exercise study control

α α α ε
β β β ε
δ δ δ δ ε




 ＋

δ1 和 δ2 为纳入控制变量后，互联网使用和学习

情况对体育锻炼的影响系数，其中 δ1 为直接效应。

若中介机制成立则需要满足 α1、β1、δ2 存在显著性。

此时，若 δ1 不显著，则为完全中介效应。若 δ1 显著，

且 δ1 ＜ α1，则为部分中介效应。

4　实证分析与讨论 

4.1　基准回归分析

表 3 为互联网使用影响老年人体育锻炼的估计

结果。表 3 的模型 1 为纳入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后，互

表3　互联网使用影响老年人体育锻炼的估计结果 （N=3 836）
Tab.3　Estimated results of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use on physical exercise of the elderly （N=3 836）

锻炼频率          锻炼强度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1a 模型 2a 模型 3a

互联网使用 0.588 *** 0.458 *** 0.394 *** 0.589 *** 0.474 *** 0.442 ***
（0.088 1） （0.090 5） （0.091 6） （0.086 7） （0.088 6） （0.089 4）

个体特征
年龄 -0.147+ -0.240** -0.244** -0.231** -0.306*** -0.308***

（0.075 0） （0.078 1） （0.078 6） （0.074 0） （0.076 8） （0.076 9）
性别 -0.0166 0.0560 0.0725 -0.00721 0.0525 0.0595 

（0.073 4） （0.075 2） （0.075 7） （0.072 3） （0.0738） （0.073 9）
户籍 1.107 *** 0.858 *** 0.717 *** 0.860 *** 0.644 *** 0.569 ***

（0.078 5） （0.085 2） （0.088 8） （0.078 0） （0.084 8） （0.088 4）
婚姻 0.259 ** 0.268 ** 0.278 ** 0.206 * 0.212 * 0.219 **

（0.084 0） （0.085 5） （0.086 0） （0.083 0） （0.084 1） （0.084 2）
教育 0.399 *** 0.341 *** 0.328 ** 0.304 ** 0.256 ** 0.252 *

（0.098 6） （0.101 0） （0.101 0） （0.096 9） （0.098 6） （0.098 8）
社会特征
劳动参与 -0.490*** -0.452*** -0.403*** -0.387***

（0.094 1） （0.094 9） （0.092 1） （0.092 5）
社会交往 0.257 *** 0.248 *** 0.232 *** 0.228 ***

（0.034 4） （0.034 5） （0.033 7） （0.033 7）
经济地位 0.271 *** 0.266 *** 0.217 *** 0.216 ***

（0.041 7） （0.042 0） （0.040 9） （0.041 0）
区域特征（西部）

中部 0.136 -0.093 3
（0.111） （0.106）

东部 0.552 *** 0.169 *
（0.110） （0.107）

N 3 836 3 836 3 836 3 836 3 836 3 836
R-sq 0.100 6 0.125 4 0.132 2 0.073 5 0.092 3 0.094 2

注：+ P＜0.10，* P＜0.05，** P＜0.01，*** P＜0.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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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使用对锻炼频率的影响。纳入个体特征后，互

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的锻炼频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P ＜ 0.001），说明互联网使用可以显著提高老年人

的锻炼频率。模型 2 是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又纳入老

年人的社会特征后所形成的，在加入社会特征变量

后，互联网使用仍能正向显著影响老年人的锻炼频

率（P ＜ 0.001），根据回归系数进一步求得几率比为

1.58（e0.458=1.58），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互联网使

用的老年人进行高频率体育锻炼的几率是未使用互

联网老年人的 1.58 倍。进一步纳入区域特征后，互

联网使用仍能正向显著影响老年人的锻炼频率（P

＜ 0.001）。模型 1a、模型 2a 和模型 3a 为互联网使用

影响老年人锻炼强度的估计结果，3 个模型的变量

纳入情况与模型 1、模型 2、模型 3 一致，结论也保持

一致。比较模型 3 和模型 3a 的结果，互联网使用对

老年人锻炼强度的影响更大。

个体特征层面，年龄对老年人的锻炼频率和锻

炼强度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P ＜ 0.01）。随着年龄

增长，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影响其锻炼参与。性别

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P ＞ 0.05）。城镇户籍

的老年人锻炼频率和锻炼强度优于农村户籍的老年

人。有伴侣的老年人锻炼频率和锻炼强度均好于无

伴侣的老年人，在社会生态学视角下，社会支持中的

人际因素是影响老年人锻炼行为的原因之一［45］，伴

侣支持对老年人的体育锻炼产生的影响更大。此

外，接受过教育的老年人更愿意参与体育锻炼。

在社会特征方面，观察模型 2 与模型 2a 的估计

结果，无论是锻炼频率还是锻炼强度，老年人的劳动

参与对其都是显著的负向影响（P ＜ 0.001）。此外，

社会交往频率越高的老年人，相应的也越会参与锻

炼，社交频繁的老年人无疑证明其适应社会发展的

能力更强，这一结论也在锻炼参与中得到了验证。

老年人的经济地位与锻炼情况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

（P ＜ 0.001）。区域特征方面，以西部地区为参照，东

部地区的老年人更愿意参与体育锻炼，可能与东部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全民健身的普及程度有关。

4.2　稳健性检验

将闲暇上网频率、主要信息来源是否为互联

网、上网时间以及半年内是否使用过互联网这 4 个

变量作为替换的变量，纳入到方程里进行稳健性检

验。表 4 的检验结果表明替换变量后的各回归结果

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即老年人闲暇上网频率、主

要信息来源为互联网、互联网使用时间越长以及半

年内使用过互联网，同样能显著促进他们参与体育

锻炼。
表4　稳健性检验

Tab.4　Robustness test
变量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闲暇上网频率 0.148 ***
（0.027）

主要信息来源 0.357 **
（0.132）

每天互联网使用时长 0.001 39*
（0.001）

半年内是否使用互联网 0.440 ***
（-0.094）

N 3 836 3 836 3 836 3 836
R-sq   0.134 6 0.130 1 0.129 8 0.132 9

注：* P ＜ 0.05，**P ＜ 0.01，***P ＜ 0.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4.3　内生性处理

本文依次选择倾向得分匹配法、赫克曼模型来

处理内生性问题，尽可能消除样本的选择性偏差，进

行无偏估计。

首先，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样本平衡检验，表 5

的平衡性检验表明样本在匹配后的平衡性良好，每

个变量在匹配后的标准偏差都低于 5%，处理组和控

制组的差异不显著，说明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后的样

本偏差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全样本的平

均处理效应如表 6 所示，以锻炼频率为例，使用 3 种

方法后所得的 ATT 分别为 0.094 4、0.109 5、0.108 3，

各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尽可能消

除一系列的样本间可观测差异后，互联网使用对老

年人锻炼频率的处理效应均在 0.1 个单位左右，即净

效应为 10%，低于 logistic 模型的效应（logistic 模型中

互联网使用效应为 40% 左右）。原因在于净效应是

根据匹配结果分为处理组（存在上网行为的老年人）

和控制组（不存在上网行为的老年人）后所估计的互

联网使用对体育锻炼影响的差异性，而 logistic 模型

仅是控制了相关因素后的估计，未作出上述处理，因

此在结果上存在不同，但仍具有一致性。

其次，赫克曼模型的回归结果（表 7）。在第一

阶段使用 logistic 模型估计老年人信息来源为网络

的概率，从而得出每个老年人的 λ，并在第二阶段引

入该比率和互联网使用及其他控制变量，估计互联

网使用对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影响。从结果可见，第

二阶段模型中的 λ 不为 0，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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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样本选择偏差确实存在，也表明本次采纳赫克曼

模型的合理性。继续观察在加入 λ 后 OLS 的结果，

老年人互联网使用频率每增加 1 个单位，其体育锻

炼频率增加 1.845 个单位（P ＜ 0.001），表明互联网

使用对老年人体育锻炼仍有着促进作用，与前文的

结论保持一致。通过上述两种检验方式，在尽可能

大地消除了样本偏误后，老年人互联网使用仍能促

进其体育锻炼，假设 1 得到验证。

4.4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锻炼情况的作用机制分析  

本文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以老年人的学习状

况作为中介变量。表 8 为中介效应的估计结果，其

中模型 8a 的系数为控制其他变量后，互联网使用对

老年人锻炼频率的总效应，模型 8b 为控制其他变量

后，互联网使用对中介变量学习状况的效应，模型

8c 则为加入中介变量及控制其他变量以后，互联网

使用对老年人锻炼频率的直接效应，模型 8a、8b、8c

表5　样本平衡性检验

Tab.5　Sample balance test
变量 处理组 控制组 标准偏差（%） 偏差缩减（%） T 值 P 值
年龄

 匹配前 0.269 5 0.458 1 -40.0 -10.39 0.000 
 匹配后 0.269 5 0.264 5 1.1 97.3 0.25 0.805 

性别
 匹配前 0.537 9 0.468 5 13.9 3.72 0.000 
 匹配后 0.537 9 0.553 0 -3.0 78.3 -0.66 0.510 

户籍
 匹配前 0.860 0 0.396 1 109.4 27.07 0.000 
 匹配后 0.860 0 0.854 8 1.2 98.9 0.32 0.746 

婚姻
 匹配前 0.813 7 0.710 0 24.5 6.32 0.000 
 匹配后 0.813 7 0.808 6 1.2 95.0 0.29 0.774 

教育
 匹配前 0.973 7 0.719 3 75.4 17.09 0.000 
 匹配后 0.973 7 0.965 5 2.4 96.8 1.03 0.301 

劳动参与
 匹配前 0.165 3 0.294 9 -31.2 -7.93 0.000 
 匹配后 0.165 3 0.164 2 0.2 99.2 0.06 0.952 

社会交往
 匹配前 2.506 3 2.026 3 48.3 12.44 0.000 
 匹配后 2.506 3 2.513 3 -0.7 98.5 -0.15 0.883 

经济地位
 匹配前 2.458 9 2.114 0 39.1 10.46 0.000 
 匹配后 2.458 9 2.424 5 3.9 90.0 0.86 0.387 

地区
 匹配前 2.624 2 2.183 3 63.8 16.41 0.000 
 匹配后 2.624 2 2.610 1 2.0　 96.8 0.49　 0.624　

表6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

Tab.6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estimation results
锻炼频率         锻炼强度  

ATT 标准误 T 值 ATT 标准误 T 值

匹配前 0.288 7 0.017 9 16.12*** 0.264 7 0.017 9 14.78***
匹配后

最近邻匹配 0.094 4 0.027 0 3.50 *** 0.112 3 0.027 0 3.85 ***
半径匹配 0.109 5 0.022 8 4.80 *** 0.122 6 0.022 9 4.90 ***

核匹配 0.108 3 0.022 8 4.75 *** 0.111 9 0.022 9 4.88 ***

注：K近邻匹配选取K=4 ；半径匹配根据数据的实际情况将ε值设为0.05；核匹配中核函数和带宽函数使用默认值 ；*** P＜0.01。

表7　赫克曼模型检验

Tab.7　Heckman model test
自变量 第一阶段（logistic 模型） 第二阶段（OLS 模型）

互联网使用 1.284 *** （-0.072 7） 1.845 *** （-0.440 6）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λ 1.744 *** （-0.386 3）
常数项 -6.807*** （-0.552 0） -8.620** （-2.630 8）

R-sq 0.480 0.054 

注：**P＜0.01，***P＜0.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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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拟合系数均为正（P ＜ 0.001），同时，观察总效应

与直接效应的大小后发现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锻

炼频率的直接作用低于对老年人锻炼频率的总作

用，表明学习状况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锻炼的影

响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模型 9a、9b、9c 同样也表

明了学习状况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锻炼强度的影

响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由于 logistic 模型的中介

效应分析不同于线性回归模型，通过回归系数直接

计算其中介比例可能存在错误的情况，因此，本文采

用 KHB 中介检验方式估计中介比例，以锻炼频率为

例，经检验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依次为 0.40、

0.27、0.13，故求得中介比例为 32.5%。

因此，学习状况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体育锻

炼影响的路径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假设 2 得到验证。

表8　学习状况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

Tab.8　Mediating effect estimation results of learning frequency

变量
锻炼频率            锻炼强度            

模型 8a  模型 8b 模型 8c 模型 9a 模型 9b 模型 9c
体育锻炼 学习状况 体育锻炼  体育锻炼 学习状况 体育锻炼

互联网使用 0.458 *** 1.138 *** 0.321 *** 0.474 *** 1.138 *** 0.371 ***
0.091 0.096 0.093 0.089 0.096 0.091 

学习状况 0.567 *** 0.426 ***
0.081 0.080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 836 3 836 3 836 3 836 3 836 3 836

R-sq 0.125 4 0.218 1 0.134 7 0.092 3 0.218 1 0.097 7 

注：*** P＜0.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4.5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锻炼情况的异质性分析

表 9 为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锻炼情况的异质性

检验，结果表明：①互联网使用对低龄老年人的锻

炼效应高于高龄老年人（P ＜ 0.001）。低龄老年人

无论受教育程度还是视力等其他身体状况，都优于

高龄老年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其互联网使用，

从而通过互联网使用来获取更多信息，进而参与体

育锻炼，实现积极老龄化［13］。②互联网使用对城市

老年人的锻炼效应更显著（P ＜ 0.001）。城市地区

的互联网发展历史较农村长，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网

络普及率较高。农村地区的互联网覆盖程度有限，

人们思想较为保守［46］、社会资本差异及教育鸿沟的

存在［47］，可能是造成农村户籍的老年人互联网使用

不及城市老年人的原因，所带来的体育锻炼效应有

限。③互联网使用对东部地区老年人的锻炼影响更

大（P ＜ 0.001）。宏观层面上，互联网的使用会受到

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文化环境等一系列

因素的影响，技术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与发达地区

之间会出现较为明显的“数字鸿沟”现象［48］，在经济

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老年人互联网利用程度更大，

由此带来的体育锻炼的作用更大。假设 3 由此得到

验证。
表9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异质性检验

Tab.9　Heterogeneity test of physical exercise of the elderly using the Internet

变量
年龄     户籍        区域          

低龄 高龄 农村户籍 城市户籍 西部 中部 东部

互联网使用 0.480 *** 0.277 +  0.268 0.435 ***  0.460 + 0.305 + 0.454 ***
0.115 0.156 0.201 0.106 0.272 0.182 0.117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 258 1 578 1 876 1 960 662 1 390 1 784

R-sq 0.136 5 0.127 1 0.060 7 0.057 1 0.091 4 0.132 8 0.074 2

注：+ P＜0.10，*** P＜0.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5　结论及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年是人生命的重要阶

段，是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

阶段”。在网络化、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本文从实

证层面验证了互联网技术对促进老年人体育锻炼的

作用，主要结论有：①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促进老

年人的体育锻炼，其中对锻炼强度的作用大于锻炼

频率；②学习状况是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锻炼情况

影响的重要渠道，即学习状况在互联网使用与体育

锻炼二者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③互联网使用对

老年人体育锻炼的促进作用在低龄老年人、城市户

籍老年人以及东部地区老年人中更为显著。基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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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加快互联网在老年群体中的普及程度，尤

其加快在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互联网发展。提

高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可及性，进而促进农村老年

人和中西部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

第二，针对老年人群体，打造新型老年人体育健

康健身线上学习模式。通过互联网引导老年人进行

体育锻炼，推动老年人体育生活化、健身常态化。

第三，通过互联网引导老年人进行中高强度的

体育锻炼。世界卫生组织（WHO）最新全球身体活

动指南依然指出，老年人每周应进行 150 min 以上的

中高强度身体活动，而我国老年人达到指南要求的

比例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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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Internet Use Promote Physical Exercise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GSS

WANG Shiqiang1， 2， 3， GUO Kailin1， 3， LYU Wangang2

（1.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412007，China；2.Wuhan Sport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3.Hun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Physical Health and Fitness，Zhuzhou 412007，China）

Abstract：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media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resoci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elderly in the Internet age，

and physical exercise is an important index to predict the resocialization of the elderly. In China，there are few data based 
on the national sample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the physical exercise of the elderly. Based on the CGSS2017 
survey data and the resocialization theory，this paper uses logistic model，tendency score matching，and Heckman model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use on physical exercise of the elder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net use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exercise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of the elderly，and the influence on the exercise intensity was more significant. 
The mediating mechanism analysis suggests that internet use promoted physical exercise in the elderly mainly by influencing 
learning status；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internet use on elderly exercise was more 
obvious in the younger elderly，the elderly with urban residence and the elderly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e above results used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and the Heckman model to control the endogeneity of the sample，and passed the 
robustness test，indicating that the internet use can strengthen the learning behavior of the elderly，promote their participation 
in physical exercise，and accelerate the resoci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elderly.
Key words：elderly  sports；internet use； resocialization； physical exercise； CG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