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使用对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

———来自 CLASS 数据的证据

李　 兵　 晏正伟　 倪晨旭∗

内容提要　 老年人再就业有助于发挥老年人口红利。 本文使用 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

查 (CLASS) 数据, 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 结果显示, 互联网的

使用促进了城镇老年人再就业, 并且经过替换模型、 替换指标和替换数据等多种稳健性检

验均成立。 本文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处理效应模型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 结论依

旧保持一致。 机制分析表明, 使用互联网可以通过提高城镇老年人的健康、 认知能力和非

认知能力等人力资本水平、 社会网络等社会资本水平, 以及拓宽信息渠道促进老年人再就

业。 异质性分析表明, 互联网的使用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 子女数量较多、 家庭总收入较

低和没有养老金的城镇老年人群体表现出更积极的影响。 此外, 受到不同的互联网设备和

其使用的熟练程度不同的影响, 互联网使用对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 本

文建议着力消除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 积极推进互联网的使用, 提高再就业, 充分发挥

老年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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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老年人口规模逐渐扩

大和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 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Poterba, 2014)。 如何缓解中国老

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缺口, 实现老年人口红利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第

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报告, 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 64 亿, 占总人口的 18. 70% , 相较

于 2010 年比重上升 5. 44 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发严重。 而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劳

动力短缺问题和低端产业面临转型升级问题, 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1 年 11 月, 党中央和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 明确表示

需要探索适合老年人灵活就业的模式, 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

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 中国已经进入了信息化、 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时代。
近年来, 许多银发族接触到了互联网, 随着银发族群体互联网使用率和使用能力不断

提高, 互联网已经对老年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 《第 49 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 截至 2021 年 12 月, 中国网民规模为 10. 32 亿, 其

中 60 岁及以上网民占比 11. 5% 。 同样, 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评估 (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以下简称 CLASS) 的数据也显示, 中国城镇退休老年

人群体互联网使用率高达 10. 7% , 50. 9% 的城镇老年人房屋被网络覆盖, 并且老年人

使用互联网主要是用于聊天和看新闻等。
就实际情况来说, 老年人由于健康状况和社会资本等因素相对于年轻人没有竞争

优势, 在劳动力市场存在一定的不公正待遇, 难以进行再就业。 而再就业对老年人的

社会和经济等方面有一定的帮助, 再就业能够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活力, 降

低其生活压力和代际压力, 缓解抑郁情绪和提高自身幸福感。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

应用, 使得老年人能够提高自身健康、 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等人力资本、 社会网络

和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以及拓宽了老年人的信息渠道, 从而有利于老年人的再就业。
许多学者也对互联网和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多数都认为互联网的使用有利于

就业参与 (Dettling, 2017; 毛宇飞、 曾湘泉, 2017)。 但是, 目前少有学者研究互联网

使用对于老年人就业参与的影响, 并且得到的结论还不一致。 吕明阳等 (2020) 认为

互联网的使用会促进老年人就业参与的意愿。 但是, 李冬等 (2021) 发现互联网的使

用显著降低了老年劳动力再就业。

就我们目前的文献梳理来看, 大多数学者重点都在讨论老年人整体 (吕明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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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并且以往的研究结论存在明显差异, 互联网使用影响老年人再就业的效果和机

制尚不清晰。 考虑到城镇老年人是再就业的主体 (宋宝安、 于天琪, 2011), 互联网使

用对于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因此,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

于: 一是考察了互联网的使用对于城镇老年人再就业是否有影响, 有什么样的影响,
影响的效果到底有多大。 本文使用专门访问老年人的微观调查数据考察了其影响, 通

过工具变量法和处理效应模型评估了二者的因果关系, 并通过替换模型、 替换指标和

替换数据等检验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二是互联网使用影响老年人再就业的机制讨论

还不够。 本文从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以及信息渠道三个方面讨论了其中的作用机制,
并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既深入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对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机制, 也

扩展了现有研究视角和范畴。 三是本文讨论了哪些城镇老年人群体受到了互联网使用

的异质性影响, 并且也讨论了不同互联网设备和其使用熟练程度的异质性影响, 丰富

了这方面的认识。

二　 文献综述与理论机制

(一) 文献综述

老年人再就业是指老年人办理退休之后又重新参与到社会工作以获取经济收入的

一种方式。 老年人再就业可以使得老年人在劳动力市场能够发挥自己的余热, 实现老

年人口红利, 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也能保持经济活力, 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地位,

减轻老年人的生活压力和年轻人的抚养压力 (于丽等, 2016); 更重要的是可以体现自

己的价值, 缓解老年人抑郁的心理情绪, 保持健康的身体状况, 提高自身的满意度和

幸福感 (宋宝安、 于天琪, 2011), 有利于延年益寿。 但是, 由于年龄的不断增大, 老

年人的身体状况和社会资本等方面相较于年轻人来说没有竞争优势。 那么如何充分发

挥老年人口红利, 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缺口成为学者关注的话题。
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技术在老龄群体的应用, 学者们开始关注互联网使用对于老

年人再就业的影响, 并希望互联网的使用能够为老年人再就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这

方面已经有了一部分文献, 但是研究结论还不一致。 许多学者认为老年人使用互联网

有利于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靳永爱、 赵梦晗, 2019), 其中也包括了再就业等社会经

济活动。 吕明阳等 (2020) 认为互联网的使用会促进老年人的就业参与的意愿。 但是

也有研究者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减少老年人的社交, 降低其社会参与水平 (Kraut et al.,

1998)。 同时, 李冬等 (2021) 也发现互联网的使用显著降低了老年劳动力再就业。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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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研究得到的结论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这使得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互联网的使用对

于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
(二) 理论机制

接下来,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互联网使用对于城镇老年人再就业产生影响的潜在机

制。 首先是互联网的人力资本效应。 互联网的使用可以帮助老年人获取更多健康知识,
使其掌握更多的健康信息, 有利于提高其健康资本 (Nakagomi et al., 2022), 也能够增

加老年人与社会的沟通以及更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 降低其孤独感 (Heo et al., 2015;
唐丹等, 2022)。 杨克文和何欢 (2020) 的研究指出, 使用互联网可以提高其自评健

康, 也能缓解身体疼痛和改善情绪, 甚至可以减少遭遇伤病和住院的可能性。 也有研

究表明, 互联网的使用可能不利于老年人心理健康 (Kraut et al., 1998)。 但是, 大多

数的研究都支持互联网的使用能够提高老年人健康、 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人力资

本效应 (Shapira et al., 2007)。

其次是互联网的社会资本效应。 互联网使得老年人能够扩大社会关系, 主要体现

在缩小社交距离, 从而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 许多学者都对互联网的社会资本效应

进行了讨论 (Cai & Kalb, 2006; 王伟同、 周佳音, 2019; 唐丹等, 2022), 其中主要

的结论都认为互联网的使用有利于社会网络和信任等社会资本的积累 ( Fisman &
Khanna, 1999; Kim et al., 2022)。 Fisman & Khanna (1999) 认为电话能够促进人与人

之间的信息交互, 有利于形成互相信任的基础。 唐丹等 (2022) 使用 2018 年 CLASS 数

据研究发现, 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有助于拓展家庭网络和朋友网络, 特别是朋友网络。
此外, 也有不少研究认为互联网的使用不利于积累社会网络和信任 (Grabner-Kraeuter,
2002)。 但是, 绝大多数研究都认为互联网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 存在互联网的社会

资本效应。
最后是互联网的信息渠道效应。 老年人获取信息是其使用互联网的主要目的之一。

传统劳动力市场获取信息的渠道一般是熟人网络和报纸杂志等 (Autor, 2001), 这种信

息便利性和真实性较低。 而互联网作为新型获取信息的工具, 拥有海量的资源, 极大

地扩展了获取信息的途径、 便利性和真实性。 Yoon et al. (2020) 研究发现, 互联网的

使用能够方便老年人获取到健康信息。 同时, 互联网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 有利

于老年人积极老龄化 (靳永爱、 赵梦晗, 2019), 并且也会提供丰富的就业信息和自雇

信息, 能够丰富老年人的再就业选择 (陈瑛等, 2021)。
互联网和老年人再就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作用渠道的相关研究得到的结论存在

不一致性。 考虑到城镇老年人是再就业的主体 (宋宝安、 于天琪, 2011), 城镇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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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使用对于再就业有何影响? 其影响有多大? 又有哪些作用渠道? 以及会出现

什么样的异质性影响? 这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话题。

三　 数据与变量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使用的数据来自 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评估, 该数据由中国人民

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和老年学研究所联合设计、 执行。 该数据 2014 年开展全国范

围的基线调查, 每两年追踪调查一次, 通过定期、 系统地收集中国老年人群社会、 经

济背景数据, 掌握老年人在衰老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 评估各项社会政策措

施在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效果, 为中国老龄问题的解决提供重要的

理论和事实依据。 CLASS 采用分层多阶段的概率抽样方法, 对全国 28 个省、 市、 自治

区 400 多个村 1. 1 万余名年满 60 周岁的老年人进行了调查。 考虑到中国的强制性退休

政策针对的是城镇居民, 本文使用城镇老年人样本为研究对象。 经过数据清洗后, 本

文保留了 4894 个城镇老年人样本。
(二) 变量选择

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城镇老年人再就业。 再就业是指已经申请或办理退休的

人从事有收入工作或活动的状态。 中国的城镇强制性退休政策规定, 男性退休年龄为

60 岁, 女性退休年龄为 50 岁或 55 岁, 本文使用的样本中的城镇居民年龄全部在 60 岁

及以上。 因此,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样本均已退休。 进一步, 根据 2018 年 CLASS 问卷中

“目前您从事有收入的工作 /活动的情况是 (包含农业劳动, 农业劳动获得的农产品也

可以转化为收入)” 这一问题, 本文将几乎每天、 每周至少一次、 每月至少一次、 一年

几次定义为就业, 没有参加定义为未就业。 也就是, 本文所定义的再就业是 60 岁及以

上满足强制性退休要求并且目前从事有收入活动的城镇老年人。 本文所定义的再就业

城镇人口占城镇退休人群的 10. 7% 。

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是互联网使用。 根据 CLASS 问卷中 “您上网吗? (包括用手

机等各种电子设备上网)” 这一问题, 本文将每天都上、 每星期至少上一次、 每月至少

上一次、 每年上几次定义为使用互联网, 取值为 1, 将从不上网定义为没有使用互联

网, 取值为 0。 为了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也构建了互联网使用的频率, 具体定义为: 每天

都上 =5、 每星期至少上一次 = 4、 每月至少上一次 = 3、 每年上几次 = 2、 从不上网 = 1,

数值越大, 表明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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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相关文献, 本文选择的控制变量主要有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态、

政治面貌、 子女数量、 居住状态、 家庭总收入对数、 家庭总消费对数、 是否有养老金、

社区是否有老年活动设施。 同时, 为了控制混淆因素的影响, 本文还控制了省份虚拟

变量。 以上变量描述性统计具体见表 1。

从表 1 我们发现, 城镇老年人再就业占总样本的 10. 7% 。 其中, 城镇老年人再就

业一般是比较年轻的老年人群体, 并且主要是男性。 受教育程度较低、 没有养老金、

社区没有老年活动设施的城镇老年人也会选择再就业。 因为, 受教育程度越高、 退休

金越高的城镇老年人, 所获得的养老资金越丰厚, 越不会盲目地进行再就业 (张翼,

1999)。 已婚有配偶和子女数量多的老年人, 会受到家庭和代际压力的影响, 为了缓解

这种压力, 也会选择再就业。 而家庭总收入越低的城镇老年人, 能够支配的收入也相

对较少, 为了能够维持家庭的消费, 这些城镇老年人也会加入再就业群体中。 同时,

独居城镇老年人缺少家庭的陪伴, 难以产生再就业的想法。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没有再就业 再就业

被解释变量 再就业 4894 0. 107 0. 310 — —

关键解释变量
是否使用互联网(是 = 1, 否 = 0) 4894 0. 287 0. 452 0. 286 0. 297

互联网使用频率 4894 2. 046 1. 691 2. 050 2. 013

控制变量

年龄 4894 71. 101 7. 272 71. 401 68. 612
性别(男性 = 1, 女性 = 0) 4894 0. 476 0. 499 0. 464 0. 580

受教育程度 4894 3. 353 1. 316 3. 385 3. 087
婚姻状态(已婚 = 1, 未婚 = 0) 4894 0. 717 0. 451 0. 709 0. 779

政治面貌(党员 = 1, 非党员 = 0) 4894 0. 045 0. 208 0. 047 0. 049
子女数量 4894 2. 265 1. 286 2. 249 2. 392

居住状态(独居 = 1, 非独居 = 0) 4894 0. 122 0. 328 0. 125 0. 101
家庭总收入对数 4894 10. 057 1. 026 10. 109 9. 630
家庭总消费对数 4894 7. 711 0. 867 7. 765 7. 259

是否有养老金(有 = 1, 无 = 0) 4894 0. 878 0. 328 0. 890 0. 774
社区是否有老年活动设施(有 = 1, 无 = 0) 4894 0. 808 0. 394 0. 820 0. 705

　 　 注: 受教育程度从低到高依次为不识字、 私塾 / 扫盲班、 小学、 初中、 高中 / 中专、 大专和本科及以上。
资料来源: 根据 2018 年 CLASS 数据计算得到。

通过描述性统计, 我们发现, 再就业群体一般都是相对较为弱势的老年人。 那么

具有普惠性质的互联网技术, 会对老年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能够为他们的再就业进行服

务吗? 以什么样的方式产生服务, 也就是作用机制; 互联网真的具有普惠性质, 能够更好地

为弱势老年人群体再就业进行服务吗? 接下来, 本文通过实证检验来回答这些问题。

·721·

李　 兵等: 互联网使用对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



四　 模型与实证结果

(一) 基准模型

为了考察互联网使用对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 同时为了方便解释其结果, 本

文使用线性概率模型 (Linear Probability Model, 简称 LPM) 进行估计, 模型如下:

Employmenti = α + βInterneti + γControli + εi (1)

在模型中, i 是城镇老年人, Employmenti 代表再就业, 取值为 1 时表示城镇老年人

再就业; Interneti 代表使用互联网, 取值为 1 时表示使用互联网; Controli 代表一系列控

制变量, 分别是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态、 政治面貌、 子女数量、 居住状

态、 家庭总收入对数、 家庭总消费对数、 是否有养老金、 社区是否有老年活动设施等;

εi 是随机扰动项。 线性概率模型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 本文在以下的回归中全部使用

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当然, 为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在稳健性部分也使用 Logit、

Probit 进行了估计, 并估计其边际效应。

(二) 基准结果

回归结果见表 2, 第 (1) 列只控制了是否使用互联网和省份虚拟变量; 第 (2)

列又控制了个人特征, 包括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态和政治面貌等; 第

(3) 列增加了家庭特征变量, 包括子女数量、 居住状态、 家庭总收入和总消费对数等;

第 (4) 列增加了社会层面的控制变量, 包括养老金和社区老年活动设施等; 最后为了结

论的稳健性, 我们在此基础上去掉了省份虚拟变量。 结果发现, 在逐步增加控制变量的

过程中, 互联网使用的系数始终为正并且至少在 10%统计水平下显著, 这表明互联网的

使用有利于城镇老年人进行再就业。 第 (4) 列的回归系数为 0. 031 并且 1%统计水平下

显著, 同时这一影响占城镇老年人再就业均值 (10. 7%) 的 29%, 经济和统计意义显著。

从控制变量来说, 我们发现, 年龄越小的城镇老年人, 再就业的意愿更高; 男性

和受教育程度越低的城镇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更高。 这可能是因为男性老年人承担着

家庭责任, 并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 退休后的待遇相对更好, 他们的再就业意

愿更低 (张翼, 1999)。 退休党员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 在再就业的群体中更具优势;

独居老年人缺少陪伴, 难以产生再就业的想法; 家庭总收入和总消费越高、 有养老金

和社区有老年设施的这些城镇老年人, 拥有更好的物质生活, 不需要通过再就业来获

取收入以满足物质需求, 这些群体选择再就业意愿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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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互联网使用对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 基准回归

(1) (2) (3) (4) (5)

再就业 再就业 再就业 再就业 再就业

互联网使用
0. 042∗∗∗

(0. 011)
0. 020∗

(0. 012)
0. 028∗∗

(0. 012)
0. 031∗∗∗

(0. 012)
0. 027∗∗

(0. 011)

年龄 —
-0. 005∗∗∗

(0. 001)
- 0. 005∗∗∗

(0. 001)
- 0. 006∗∗∗

(0. 001)
- 0. 006∗∗∗

(0. 001)

性别 —
0. 036∗∗∗

(0. 009)
0. 038∗∗∗

(0. 009)
0. 038∗∗∗

(0. 009)
0. 045∗∗∗

(0. 009)

受教育程度 —
-0. 017∗∗∗

(0. 004)
- 0. 011∗∗∗

(0. 004)
- 0. 010∗∗

(0. 004)
- 0. 013∗∗∗

(0. 004)

婚姻状态 —
0. 004

(0. 010)
- 0. 000
(0. 012)

- 0. 001
(0. 012)

0. 001
(0. 012)

政治面貌 —
0. 042∗

(0. 023)
0. 043∗

(0. 023)
0. 042∗

(0. 023)
0. 035

(0. 023)

子女数量 — —
0. 013∗∗∗

(0. 004)
0. 014∗∗∗

(0. 004)
0. 017∗∗∗

(0. 004)

居住状态 — —
-0. 034∗∗

(0. 016)
- 0. 033∗∗

(0. 016)
- 0. 040∗∗

(0. 016)

家庭总收入对数 — —
-0. 008
(0. 006)

- 0. 004
(0. 006)

- 0. 010∗

(0. 006)

家庭总消费对数 — —
-0. 048∗∗∗

(0. 008)
- 0. 045∗∗∗

(0. 008)
- 0. 052∗∗∗

(0. 007)

养老金 — — —
-0. 058∗∗∗

(0. 018)
- 0. 060∗∗∗

(0. 018)

社区老年活动设施 — — —
-0. 018
(0. 013)

- 0. 035∗∗∗

(0. 013)

常数项
0. 037∗∗∗

(0. 012)
0. 430∗∗∗

(0. 057)
0. 903∗∗∗

(0. 087)
0. 896∗∗∗

(0. 087)
1. 132∗∗∗

(0. 078)
省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否

样本量 4894 4894 4894 4894 4894
R2 0. 087 0. 102 0. 118 0. 122 0. 074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 、 5% 、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2018 年 CLASS 数据计算得到。

(三) 内生性问题

我们实证研究面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主要包括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 一是遗漏变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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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遗漏变量问题也能使用 Oster (2019) 的不可观测遗漏变量进行简单的评估。 按照 Oster
(2019) 的做法, 将 R2 扩大 1. 30 倍之后进行评估, 发现要使我们的结果不成立 (即系数变

为 0), 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问题至少要比可观测的变量影响大 4. 24 倍, 说明我们的遗漏变

量问题基本不存在。



本文尽管从问卷尽可能地挑选出相关的变量进行了控制, 但仍有可能存在既影响互联

网使用又影响再就业的潜在意愿等的遗漏变量; 二是反向因果问题, 可能存在这样一种

情况, 愿意进行再就业的是那些愿意接受互联网等新事物的城镇老年人, 这样会使得我

们面临着反向因果的问题。 因此, 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对这些内生性问题进行缓解。

根据 2018 年 CLASS 问卷并参考尹志超等 (2019) 的做法, 同时考虑到对于老年人

来说, 智能手机可得性和可使用性比电脑高, 因此本文使用 “您现在是否使用智能手

机” 作为互联网使用的工具变量。 具体定义为, 如果城镇老年人拥有智能手机, 定义

为 1, 反之定义为 0。 就相关性来说, 如果城镇老年人拥有智能手机, 使用互联网的可

得性增加, 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的要求; 二是排他性, 城镇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并不

影响其就业的决策, 满足很好的外生性。 当然, 为了本文的稳健性, 参考吕明阳等

(2020) 的做法, 本文也使用 “您现在居住的房屋是否有网络信号” 作为互联网使用的

工具变量。 房屋内有网络信号, 为城镇老年人上网提供了信号支持, 满足很好的相关

性; 此外, 房屋内有网络信号并不直接影响城镇老年人的就业, 满足很好的外生性。

考虑到本文使用了两个工具变量, 本文也将两个工具变量同时加入回归进行两阶段回归。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是二值变量, 使用 IV-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①。

表 3 是经过工具变量法处理后的结果。 一阶段结果显示, 本文所使用的工具变量

和互联网使用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相关, 并且 KPF 值远大于 10%水平下拒绝弱工

具变量的临界值, 说明本文使用的工具变量满足很好的相关性。 同时两个工具变量经

由过度识别后发现, 2SLS 的 Hansen P 值大于 0. 1, 说明本文所使用的工具变量满足一

定的外生性。

表 3　 互联网使用对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 两阶段回归

(1) (2) (3) (4) (5) (6)

互联网使用 再就业 互联网使用 再就业 互联网使用 再就业

互联网使用 —
0. 049∗∗∗

(0. 017)
—

0. 040∗

(0. 024)
—

0. 047∗∗∗

(0. 016)

是否使用手机
0. 689∗∗∗

(0. 013)
— — —

0. 606∗∗∗

(0. 015)
—

房屋内是否

有网络信号
— —

0. 399∗∗∗

(0. 011)
—

0. 166∗∗∗

(0. 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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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使用是否使用智能手机作为互联网使用的工具变量进行 IV-Probit 回归, 其边际效应为

0. 069, 标准误为 0. 019, 估计结果在 1%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



续表

(1) (2) (3) (4) (5) (6)

互联网使用 再就业 互联网使用 再就业 互联网使用 再就业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KPF 值 2827. 850 1226. 655 2087. 046
DWH 值 2. 367 0. 175 2. 187
P 值 0. 124 0. 676 0. 139

Hansen P 值 — — 0. 671

观测值 4894 4894 4894 4894 4894 4894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 、 5% 、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2018 年 CLASS 数据计算得到。

从二阶段回归结果来看, 使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 核心解释

变量的系数依旧显著为正, 本文的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估计结果显示, 城镇老年人使用

互联网, 其再就业的可能性会提高 4. 0 ~ 4. 9 个百分点, 这一结果占再就业均值的

37. 4% ~45. 8%, 有着显著的经济意义。 DWH 统计量的结果显示, 本文的内生性问题

可能不是很严重, 使用 LPM 进行估计便能得到较为一致的结果。

本文可能还面临着自选择问题的挑战, 使用互联网的城镇老年人会自己去选择是

否再就业, 并且雇用者也会根据城镇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程度来决定是否聘用。 为了缓

解可能的自选择问题, 参考程虹和李唐 (2017) 的做法, 本文使用处理效应模型

(Treatment Effect Model, 简称 TEM) 来进行缓解。 处理效应模型类似于工具变量法,

也是两阶段回归。 但是由于处理效应模型第一阶段使用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 可以有效

缓解选择性问题。 在进行第一阶段估计选择性方程时, 类似工具变量法, 处理效应模

型也需要排他变量。 因此, 本文使用是否使用智能手机作为排他变量, 并使用房屋内

是否有网络信号和是否使用智能手机进行稳健性分析。 估计结果见表 4, 二阶段结果表

明城镇老年人使用互联网, 其再就业概率会提高 3. 4 ~ 3. 8 个百分点, 其结果占再就业

均值的 31. 8% ~35. 5% , 经济意义明显。

表 4　 互联网使用对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 处理效应模型

(1) (2) (3) (4)

互联网使用 再就业 互联网使用 再就业

互联网使用 —
0. 038∗∗

(0. 015)
—

0. 034∗∗

(0. 014)

是否使用手机
2. 920∗∗∗

(0. 102)
—

2. 558∗∗∗

(0.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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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2) (3) (4)

互联网使用 再就业 互联网使用 再就业

房屋内是否有网络信号 — —
1. 275∗∗∗

(0. 101)
—

控制变量 是 是

样本量 4894 4894 4894 4894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 、 5% 、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2018 年 CLASS 数据计算得到。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使用如下稳健性方法: 一是由于本文的再就业是二

值变量, 故将 LPM 模型更换为 Logit、 Probit 模型①, 并且求其边际效应; 二是参考于丽

等 (2016) 的做法, 考虑到再就业群体主要是低龄 (60 岁 ~ 70 岁) 老年人, 本文将城

镇老年人年龄限制在 60 岁 ~ 70 岁; 三是将是否使用互联网更换为使用互联网的频率;

四是将本文所定义的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是否使用互联网媒体, 根据 CLASS 问卷中的

“过去三个月, 您使用互联网媒体的情况”, 将从不定义为 0, 其余定义为 1, 生成是否

使用互联网媒体变量; 五是更换再就业的指标, 根据问卷 “您是否办理了退休” 来识

别退休城镇老年人, 但是考虑到样本量影响显著性的问题, 本文将部分农村办理退休

老年人 (占比 6. 2% ) 也纳入到回归; 六是更换数据, 本文也使用 2018 年中国综合社

会调查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以下简称 CGSS) 的 60 岁及以上城镇老年人进

行估计。 以上稳健性检验依次列示在表 5, 经过七个不同的稳健性检验后, 本文的结果

依旧保持一致, 说明本文结论具有高度的稳健性。

表 5　 互联网使用对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5) (6) (7)

更换模型

Logit Probit
重新

定义样本

替换被解释变量

互联网

使用频率

互联网

媒体

更换再就

业指标

使用 2018 年

CGSS 数据

互联网使用
0. 038∗∗∗

(0. 011)
0. 041∗∗∗

(0. 012)
0. 055∗∗∗

(0. 016)
—

0. 031∗∗∗

(0. 012)
0. 018∗

(0. 011)
0. 035∗∗

(0.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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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也考虑到再就业在 0 处堆积严重, 使用 Tobit 模型进行估计, 其估计系数为 0. 054, 标准

误为 0. 017, 结果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



续表

(1) (2) (3) (4) (5) (6) (7)

更换模型

Logit Probit
重新

定义样本

替换被解释变量

互联网

使用频率

互联网

媒体

更换再就

业指标

使用 2018 年

CGSS 数据

互联网使用频率 — — —
0. 005∗

(0. 003)
— — —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4834 4834 2668 4894 4894 3443 2481

伪 R2 / R2 0. 223 0. 225 0. 180 0. 121 0. 121 0. 229 0. 135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 、 5% 、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第 (7) 列使用 2018 年

CGSS 数据; 控制变量为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 政治面貌、 子女数量、 家庭总收入对数、 家庭总消费对数、 养

老金和省份虚拟变量。
资料来源: 根据 2018 年 CLASS 和 2018 年 CGSS 数据计算得到。

(五) 机制分析

上文研究发现, 城镇老年人使用互联网能够提高其再就业的概率, 并经过工具变

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和处理效应模型缓解自选择问题后, 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但是二

者的作用渠道需要得到我们的进一步检验, 也就是说, 互联网通过哪些渠道对城镇老

年人再就业产生影响, 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和实证检验。 因此, 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

来实证检验其作用渠道。

本文认为城镇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影响再就业主要有三个渠道。 第一, 互联网可以

有效改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等人力资本 (杨克文、 何欢,

2020; 赵建国、 刘子琼, 2020)。 拥有更好的健康和更高的认知能力等人力资本能够在

劳动力市场上处在更好的位置, 显著提高城镇老年人参与再就业等经济活动的可能性。

许多文献指出, 身心健康、 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等人力资本有利于就业的参与

(Dwyer & Mitchell, 1999; Disney et al., 2006; Uysal & Pohlmeier, 2011)。 第二, 互联

网的使用可以拓展其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 (王伟同、 周佳音, 2019; 唐丹

等, 2022)。 互联网的使用可以缩短社交的距离, 提高人际交往的便利性, 提高城镇老

年人和亲戚、 朋友的社交, 拓展其社会网络等社会资本 (吕明阳等, 2020; 唐丹等,

2022)。 有研究表明, 社会网络可以扩展雇用信息来源, 促进劳动力就业信息的传播,

降低就业成本, 有利于城镇老年人参与劳动力市场 (Cai & Kalb, 2006; 陈斌开、 陈思

宇, 2018)。 第三, 城镇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拓宽了信息渠道。 互联网作为新时代信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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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主要载体, 极大改善了劳动力就业信息的来源渠道, 并提高了信息交流的速度和

传播范围, 有利于城镇老年劳动力就业 (毛宇飞、 曾湘泉, 2017; 陈瑛等, 2021)。 经

过理论分析, 本文认为互联网使用影响城镇老年人就业主要有三个渠道, 本文接下来

逐一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所涉及的三类渠道变量分别是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和信息渠道。 首先是心理

健康, 本文通过 CLASS 问卷中最近一周您的心情, 加总构建心理健康得分指标, 分数

越大, 心理状况越差; 其次是身体健康和跟同龄比较的健康状况, 数值越大, 健康状

况越差; ADL 和 IADL 根据 CLASS 问卷中的日常活动能力指标构建, 认为城镇老年人

每一项都满足, 则取值为 1, 即 ADL 或者 IADL 为好, 反之则为 0; 还有认知能力指标,

通过字词测试度量, 分数越高, 代表认知能力越好; 人力资本指标还有非认知能力,

参考魏东霞和陆铭 (2021) 的做法, 通过老年人的社会活动来定义其非认知能力, 认

为只要参与城镇老年人唱歌 /弹奏乐器、 打麻将 /下棋 /打牌等和广场舞其中一项, 则将非

认知能力定义为 1, 都没参与定义为 0。 社会资本主要是通过 CLASS 问卷中关于社会网络

问卷来构造, 主要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家庭网络, 另一类是朋友网络, 数值越大, 代

表其社会资本越大。 最后就是信号渠道, 本文参考唐丹等 (2022) 的做法, 通过互联网

使用的途径构建了信息获取和人际交往两类指标。 渠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具体见表 6。

表 6　 渠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人力资

本变量

心理健康 4197 19. 700 4. 116 12 36

身体健康 4889 2. 604 0. 839 1 5

跟同龄比健康状况 4887 2. 829 0. 753 1 5

ADL 4894 0. 840 0. 367 0 1

IADL 4894 0. 754 0. 431 0 1

两年内是否住院 4894 0. 727 0. 445 0 1

认知能力 4894 4. 913 1. 403 0 6

非认知能力 4176 0. 499 0. 500 0 1

社会资

本变量

和几个家人 / 亲戚见面 4894 2. 646 1. 092 0 5

和几个家人 / 亲戚谈私事 4894 2. 180 1. 011 0 5

几个家人 / 亲戚提供帮助 4894 2. 528 1. 067 0 5

和几个朋友见面或联系 4894 2. 366 1. 239 0 5

和几个朋友谈私事 4894 2. 007 1. 097 0 5

几个朋友提供帮助 4894 2. 054 1. 225 0 5

社会信任 2435 3. 669 0. 97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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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信息渠

道变量

互联网用途—信息获取 4795 0. 272 0. 445 0 1

互联网用途—人际交往 4638 0. 248 0. 432 0 1

　 　 注: 非认知能力是参考魏东霞和陆铭 (2021) 的做法构造得到; 信息渠道两个变量是参考唐丹等 (2022) 的

做法构造得到; 社会信任的数据来源于 2018 年 CGSS 数据。
资料来源: 根据 2018 年 CLASS 和 2018 年 CGSS 数据计算得到。

表 7 分别列出了互联网对健康、 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等人力资本的作用。 结

果显示, 城镇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提高了其心理健康、 身体健康、 跟同龄比健康状况、

ADL、 IADL 和不住院的可能性, 并且系数都在 1% 统计水平下显著。 此外, 本文参

考魏东霞和陆铭 (2021) 的做法, 构建了非认知能力指标。 结果显示, 互联网的使

用还有利于城镇老年人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积累, 从而有利于城镇老年人的再

就业。

表 7　 互联网使用对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 人力资本的渠道作用

(1) (2) (3) (4) (5) (6) (7) (8)

心理健康 身体健康
跟同龄比

健康状况
ADL IADL

两年内

是否住院
认知能力 非认知能力

互联网使用
- 0. 812∗∗∗

(0. 210)
- 0. 260∗∗∗

(0. 046)
- 0. 179∗∗∗

(0. 042)
0. 084∗∗∗

(0. 020)
0. 146∗∗∗

(0. 022)
0. 149∗∗∗

(0. 024)
0. 316∗∗∗

(0. 063)
0. 258∗∗∗

(0. 028)

常数项
14. 325∗∗∗

(1. 072)
2. 240∗∗∗

(0. 232)
2. 354∗∗∗

(0. 206)
1. 413∗∗∗

(0. 104)
1. 759∗∗∗

(0. 116)
1. 848∗∗∗

(0. 121)
5. 394∗∗∗

(0. 379)
0. 267∗

(0. 14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4197 4889 4887 4894 4894 4894 4894 4176

R2 0. 278 0. 112 0. 091 0. 142 0. 155 0. 086 0. 211 0. 182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 、 5% 、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心理健康、 身体健康和

跟同龄比健康状况指标, 数值越大, 代表健康状况越差; 两年内是否住院指标取值为 1, 代表没有住院。
资料来源: 根据 2018 年 CLASS 数据计算得到。

表 8 前六列是互联网对家庭和朋友的社会资本作用, 其结果均显示城镇老年人

使用互联网有利于其家庭和朋友等社会网络的扩展。 特别是朋友网络, 老年人互联

网使用对于朋友网络的提高大约占朋友网络均值的 15% , 并且在 1% 的统计水平下

显著。 这表明城镇老年人互联网的使用有利于其社会资本的积累, 进而得到更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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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 促进老年人在退休后再就业。 不仅如此, 互联网的使用也会

提高家庭网络, 但效果没有朋友网络那么明显, 这符合我们的直觉 (唐丹等,
2022)。 家庭网络一般是强网络, 距离比较近, 而朋友网络是弱网络, 距离比较远,
互联网的使用可以缩短社交距离, 促进朋友网络的积累。 最后一列是互联网使用对

社会信任的作用。 社会信任是 2018 年 CGSS 的指标, CGSS 数据询问了是否在这个社

会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根据回答赋值 1 ~ 5, 数值越大代表其越信任社会绝

大多数人, 变量均值为 3. 669。 结果发现, 城镇老年人互联网的使用并没有起到显著

的作用①。

表 8　 互联网使用对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 社会资本的渠道作用

(1) (2) (3) (4) (5) (6) (7)

和家人 /
亲戚见面

和家人 /
亲戚谈私事

家人 / 亲戚

提供帮助

和朋友

见面或联系

和朋友

谈私事

朋友提

供帮助
社会信任

互联网使用
0. 096∗

(0. 057)
0. 030

(0. 053)
0. 053

(0. 057)
0. 329∗∗∗

(0. 066)
0. 243∗∗∗

(0. 058)
0. 348∗∗∗

(0. 064)
0. 141

(0. 147)

常数项
2. 460∗∗∗

(0. 296)
1. 530∗∗∗

(0. 275)
1. 510∗∗∗

(0. 288)
1. 426∗∗∗

(0. 331)
0. 867∗∗∗

(0. 301)
1. 125∗∗∗

(0. 322)
2. 443∗∗∗

(0. 33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4894 4894 4894 4894 4894 4894 2435

R2 0. 150 0. 115 0. 097 0. 120 0. 132 0. 133 0. 029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 、 5% 、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第 (7) 列使用 2018 年

CGSS 数据; 控制变量为年龄、 性别、 受教育程度、 政治面貌、 子女数量、 家庭总收入对数、 家庭总消费对数、 养

老金和省份虚拟变量。
资料来源: 根据 2018 年 CLASS 和 2018 年 CGSS 数据计算得到。

表 9 列出了互联网影响城镇老年人就业的信息渠道作用。 参考唐丹等 (2022) 的

做法, 本文将互联网使用的途径分为两类, 一类是主要用于信息获取, 另一类是用于

人际交往, 来检验互联网使用的信息渠道作用。 结果发现, 城镇老年人以信息获取为

目的使用互联网将显著提高再就业的概率, 而用于人际交往的系数则不显著。 这些证

据支持了互联网使用的信息渠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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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也使用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互联网使用和城镇老年人社会信任进行了检验。
参考王伟同和周佳音 (2019) 的做法, 本文选用对陌生人的信任度作为社会信任的代理变

量, 发现结果并不显著。



表 9　 互联网使用对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 信息渠道的渠道作用

(1) (2) (3)

再就业 再就业 再就业

互联网用途—信息获取
0. 041∗∗∗

(0. 013)
— —

互联网用途—人际交往 —
0. 019

(0. 012)
—

互联网媒体 — —
0. 023∗

(0. 013)

报纸媒体 — —
0. 023∗∗

(0. 012)

杂志媒体 — —
0. 021

(0. 013)

广播媒体 — —
-0. 004
(0. 011)

电视媒体 — —
-0. 038
(0. 041)

手机定制消息 — —
0. 007

(0. 014)

常数项
0. 890∗∗∗

(0. 089)
0. 884∗∗∗

(0. 088)
0. 957∗∗∗

(0. 09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样本量 4795 4638 4894

R2 0. 104 0. 125 0. 124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 、 5% 、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2018 年 CLASS 数据计算得到。

此外, 由于 CLASS 问卷又询问了老年人互联网和报纸等媒体的使用情况, 为我们

检验信息渠道又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本文将互联网和报纸媒体等二值化, 即将从不定

义为 0, 而使用过则定义为 1, 用于检验信息渠道作用。 本文将互联网媒体、 报纸媒

体、 杂志媒体、 广播媒体、 电视媒体和手机定制消息全部纳入回归, 发现只有互联网

媒体显著为正。 这一结果表明, 互联网媒体是城镇老年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渠道。

同样, 这一结果反映出互联网在城镇老年人群体的作用愈发明显, 未来随着互联网技

术的发展, 互联网在城镇老年人的信息获取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 CLASS 问卷中还特意问了老年人在互联网、 报纸、 杂志、 广播、 电视和手机定

制消息中哪个是最主要的信息来源。 为此, 本文能够设计另外一种方法来检验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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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渠道作用。 表 10 探讨了不同媒体使用对于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 通过表 10 第

(1) 列至第 (6) 列的对比, 我们发现, 只有互联网媒体的使用显著地促进了老年人再

就业, 甚至有些媒体还有抑制作用。 这些证据表明了互联网影响再就业有着信息渠道

的作用。

表 10　 互联网使用对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 信息渠道的渠道作用

(1) (2) (3) (4) (5) (6)

再就业 再就业 再就业 再就业 再就业 再就业

互联网媒体
0. 034∗∗

(0. 015)
— — — — —

报纸媒体 —
0. 020

(0. 035)
— — — —

杂志媒体 — —
0. 149

(0. 125)
— — —

广播媒体 — — —
0. 012

(0. 041)
— —

电视媒体 — — — —
-0. 030∗∗

(0. 013)
—

手机定制消息 — — — — —
-0. 089∗∗∗

(0. 032)

常数项
0. 914∗∗∗

(0. 086)
0. 932∗∗∗

(0. 086)
0. 927∗∗∗

(0. 086)
0. 930∗∗∗

(0. 086)
0. 949∗∗∗

(0. 086)
0. 929∗∗∗

(0. 08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4894 4894 4894 4894 4894 4894

R2 0. 121 0. 120 0. 121 0. 120 0. 121 0. 121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 、 5% 、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2018 年 CLASS 数据计算得到。

(六) 异质性分析

互联网使用对于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 即互联网作用在

不同老年群体之间的效果不一样,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互联网使用的异质性进行考察。
本文从性别、 受教育程度、 子女数量、 家庭总收入、 养老金和居住状态等方面使用

工具变量法考察了互联网使用的异质性影响, 结果见表 11。 我们发现, 互联网使用

在受教育程度、 子女数量、 家庭总收入和养老金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影响, 性别

和居住状态的异质性并不存在。 其中的原因可能是,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越享

受生活, 不参与再就业的可能性大, 而互联网的使用丰富了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

·831·

劳动经济研究　 2023 年第 11 卷第 1 期



享受生活的途径; 子女数量越多的城镇老年人, 面临着更大的代际压力, 包括子代

和孙代的压力, 互联网的使用能够提高这群老年人的再就业概率, 缓解其代际压力;

对于家庭总收入更高的城镇老年人来说, 互联网的使用赋予了其享受生活的多种选

择性 (Dettling, 2017), 其自身收入比较富裕, 互联网的使用降低了富裕老年人的

再就业可能性; 最后是有养老金的城镇老年人, 其能够支配的收入相对较多, 互联

网的使用使得这部分城镇老年人更多地去享受生活而不是选择进行再就业。 与之相

对应, 这些结果充分说明了互联网的使用有利于弱势老年人群体再就业, 起到了一

定共同富裕的作用。

表 11　 互联网使用对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 异质性分析

(1) (2) (3) (4) (5) (6)

再就业 再就业 再就业 再就业 再就业 再就业

互联网使用
0. 031∗

(0. 018)
0. 153∗∗∗

(0. 055)
- 0. 019
(0. 026)

0. 450∗∗

(0. 204)
0. 444∗∗∗

(0. 068)
0. 048∗∗∗

(0. 017)

互联网使用 ×
性别

0. 037
(0. 023)

— — — — —

互联网使用 ×
受教育程度

—
-0. 027∗∗

(0. 012)
— — — —

互联网使用 ×
子女数量

— —
0. 036∗∗∗

(0. 014)
— — —

互联网使用 ×
家庭总收入对数

— — —
-0. 039∗∗

(0. 019)
— —

互联网使用 ×
养老金

— — — —
-0. 433∗∗∗

(0. 068)
—

互联网使用 ×
居住状态

— — — — —
0. 010

(0. 043)

常数项
0. 881∗∗∗

(0. 088)
0. 865∗∗∗

(0. 089)
0. 885∗∗∗

(0. 088)
0. 823∗∗∗

(0. 092)
0. 841∗∗∗

(0. 088)
0. 876∗∗∗

(0. 08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4894 4894 4894 4894 4894 4894

R2 0. 122 0. 122 0. 122 0. 122 0. 139 0. 121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 、 5% 、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2018 年 CLASS 数据计算得到。

前文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城镇老年人的异质性影响, 不同的互联网设备有可能会

对城镇老年人产生异质性影响, 同时不同互联网设备使用熟练程度是否会对城镇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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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产生异质性影响? 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为此, 本文选取没有使用互联网的城镇

老年人作为控制组进行分析。 本文检验了三种不同的互联网设备, 即手机、 电脑和平

板电脑的影响, 并且也探讨了其使用熟练程度的异质性影响, 回归结果见表 12。 结果

发现, 城镇老年人使用手机和电脑上网对于再就业有显著正向作用, 而平板电脑则不

显著。 使用电脑上网对于再就业的影响大于使用手机, 这表明相对使用手机, 使用电

脑上网对于城镇老年人的促进作用更大。

对于互联网设备熟练程度的异质性影响来看, 只有手机熟练程度有着显著的负向

影响, 而电脑和平板电脑并不存在异质性影响。 其中原因可能是, 手机使用熟练程度

越高的老年人, 其受到手机丰富多彩的功能的影响越大, 越有可能倾向于享受手机带

来的 “新世界” 而不是选择去再就业。

表 12　 互联网设备和熟练程度对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 异质性分析

(1) (2) (3) (4) (5) (6)

再就业 再就业 再就业 再就业 再就业 再就业

手机上网
0. 025∗∗

(0. 012)
— —

0. 116∗∗

(0. 053)
— —

电脑上网 —
0. 038∗

(0. 020)
— —

0. 039
(0. 112)

—

平板电脑上网 — —
-0. 004
(0. 026)

— —
-0. 149
(0. 175)

手机 × 熟练程度 — — —
-0. 025∗

(0. 014)
— —

电脑 × 熟练程度 — — — —
-0. 000
(0. 029)

—

平板电脑 ×
熟练程度

— — — — —
0. 039

(0. 048)

常数项
0. 881∗∗∗

(0. 088)
0. 881∗∗∗

(0. 092)
0. 900∗∗∗

(0. 093)
0. 888∗∗∗

(0. 088)
0. 881∗∗∗

(0. 092)
0. 897∗∗∗

(0. 09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3862 3751 3619 3862 3751 3619

R2 0. 105 0. 128 0. 112 0. 105 0. 128 0. 112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 、 5% 、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2018 年 CLASS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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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 2018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CLASS) 数据, 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于

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 结果显示, 互联网的使用促进了城镇老年人再就业, 并且

经过替换模型、 替换指标和替换数据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均成立。 本文进一步使用工具

变量法和处理效应模型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 结论依旧保持一致。 机制分析表明,
城镇老年人使用互联网通过提高了其健康、 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等人力资本、 社会

网络等社会资本和拓宽了信息渠道三个机制起作用。 异质性分析表明, 互联网的使用

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 子女数量较多、 家庭总收入较低和没有养老金的老年人群体作

用更大, 充分说明了互联网具有普惠性质, 起到缓解弱势城镇老年人再就业压力的作用。
此外, 不同互联网设备和其使用熟练程度也起到一定的异质性作用, 城镇老年人使用电

脑上网比手机上网更能促进再就业, 并且手机使用的熟练程度起到了负向的异质性作用。
本文研究互联网使用对于城镇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 作用渠道和异质性作用。 根

据结论, 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 中国的老年人口质量不断提高, 老年人再就业成

为实现老年人口红利的重要方式。 与此同时,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广泛应用带动了中

国老年人群体再就业。 因此, 中国的互联网发展不能把老年人排除在外, 应该着力消

除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 积极带领老年人熟悉互联网以及掌握互联网。 第二, 提供

更丰富的便于老年人娱乐休闲、 社交互动和信息获取的互联网产品, 合理增加服务于

老年人再就业的设计, 降低老年人使用的难度。 同时也要培养老年人的互联网素质,
适应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 第三, 提高互联网的普及率, 提高其在学历低和没

有养老金等弱势老年人群体的使用程度, 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普惠性质, 缓解弱势老年

人群体在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就业压力, 促进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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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employment of older adults can generate demographic dividend of these people. Using

data of the 2018 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 CLAS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re-employment among urban older adults. The results find that the internet

use significantly helps the re-employment of urban older adults, and the effect is robust under

multiple robustness checks and after correcting potential endogenous problems.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internet use improves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channels of the

older adult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effect of internet use i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among those with lower education, more children, lower household income, and no pension. In

addition, different internet devices and proficiency of using devices als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creating heterogeneity. Overall, eliminating the digital divide and promoting the internet use among

the urban older adults could actively promote re-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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