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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信息化与老龄化交汇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不断深入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其中，短视频以便

捷娱乐的鲜明特点得到了迅速推广，尤其深受中老年人的喜爱。 然而，以短视频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产

品，一方面无差别地对所有人开放，另一方面也可能加剧原有的不平等结构。 因此，研究旨在探究短视

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该影响的群体差异与作用机制。 基于 ２０２３ 年全国代表

性农村地区中老年人短视频使用抽样调查，研究主要采用 ＯＬＳ 回归模型分析了短视频使用频率对农村

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并进一步考察了社会联结的中介效应和孤独感的门槛效应。
研究发现，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短视频使用频率越高，其生

活满意度也越高。 分群体来看，这种影响在中年群体和中老年女性中更为显著，但在老年群体和中老年

男性中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就作用机制来看，社会联结而非社会网络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就作用

条件来看，家庭子女数和孤独感知度分别发挥了单一门槛效应。 可以预见，推广以短视频为代表的互联

网技术产品使用，将成为数字时代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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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提出

随着信息化技术飞速发展和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互联网正不断深入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有研究认

为，当老年人逐渐走向衰老，持续下降的健康水平限制了其社会交往活动，亲友离世又加剧了其社会网络断

裂，他们面临着社会隔离的巨大风险。 互联网技术则通过打破物理空间而创造了新的社交空间，有助于老年

人扩大生活共同体并提升社会网络正效应（巨量算数，２０２１）。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２０２３，２０２４）发
布的历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１０． ９２ 亿，５０ 岁及以上中

老年群体占比达到 ３２． ５％ ，较上一年提高了 １． ７ 个百分点。 尽管互联网持续向中老年群体渗透，老年人仍

然是非网民的主体。
ＱｕｅｓｔＭｏｂｉｌｅ 研究院（２０２３）数据显示，５０ 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在互联网参与中表现出了对短视频的明显偏

好，快手和抖音火山版分别成为了人均单日使用时长最多的和活跃渗透率最高的 ＡＰＰ。 短视频具有传播门

槛低、操作简单、分享容易、娱乐性强等鲜明特点，故而深受中老年人的青睐；同时，由于兼具信息传播、娱乐、
社交等多项功能，短视频也对中老年人的生活方式、代际关系、社会网络、社会参与等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影

响，并最终影响到其身心健康状态（靳永爱等，２０２１）。 最新研究表明，短视频使用对老年人发挥了网络增益

效应而非过度挤占效应，适度使用短视频能显著促进老年人的群体性社会参与活动并提升其主观福祉（中
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等，２０２３）。 《中老年人短视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发现，抖音等短视频应用

为老年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社交娱乐、自我展示的新工具，由此促进了他们的社会连接、社会适应和社会参与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２０２１）。
以短视频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产品，一方面无差别地面向所有人开放，有助于打破弱势群体的信息隔

离；另一方面，从接入、使用到内容上的数字鸿沟越来越呈现出马太效应，更可能在技术层面上导致社会群体

分化（李明德、马骁，２０２２）。 由于我国长期存在城乡二元发展格局，尽管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大力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但不可否认，如今农村在科技、资源分配、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相比城市仍然处于较为落后的状

态。 在这种结构下，农村中老年群体变成了被遮蔽的、具有社会边缘性的弱势群体，城乡老年人使用短视频

的效果也并不相同（张驰、向晶，２０２３）。 那么，使用短视频给农村中老年群体带来的影响究竟如何；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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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是否将对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存在群体差异；更进一步地，其背后

的作用机制和条件是什么。 本研究将根据 ２０２３ 年全国代表性农村地区中老年人短视频使用抽样调查，探究

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该影响的群体差异与作用机制条件。
２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２． １　 中老年人的短视频使用研究

２０２０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提出让老年人在

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国家对老年人在信息时代生活质量的高度重视，促使了互联

网科技在适老化方面的改造和升级。 如今，距离全国老龄办 ２０２０ 年开展的“智慧助老”行动已经有四年之

久。 在这期间，学界有关中老年群体的媒介使用研究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逐步从边缘研究领域走向了主流

研究视野（蒋俏蕾等，２０２１；吴炜华、姜俣，２０２１；张大伟、谢兴政，２０２２）。 其中，短视频凭借其独特优势而深

受中老年人的喜爱，也因此成为了相关研究探讨的主要对象。
虽然有关中老年人的媒介使用研究已经初具规模，但有学者仍指出要警惕其中存在着明显的城市中心

主义倾向（熊皇、梁亦昆，２０２２）。 在媒介化社会中，农村中老年群体因其 “农村”与“中老年”的双重属性而

被边缘化，所受学界的关注度明显低于城市中老年群体。 有研究在对鄂西南一农村中老年群体的抖音使用

行为进行质性探究后发现，短视频逐渐展现出对电视媒介的时间替代效果，成为农村老年群体主要的信息获

取途径和娱乐方式（廖航凌，２０２０）。 在具体的使用动机上，朱颖颖和宫承波（２０２３）通过重新整合技术接受

模型（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ＴＡＭ），得出了 ４ 个影响老年短视频用户使用行为的核心变量，即绩效期

望、努力期望、社会影响和促成因素。 至于相关的效果研究，张驰和向晶（２０２３）通过量化分析发现，老年人

在使用短视频后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同时，短视频的使用效果存在着显著的城乡异质性，其中农村老

年人使用短视频后的精神状态提升明显多于城镇老年人。 然而，也有学者指出，由于中老年群体整体的互联

网素养较低，无法较好地辨别信息真伪，因此容易成为互联网诈骗和虚假信息的受害者（靳永爱等，２０２１）。
尽管现有的中老年人媒介使用研究部分涉及到了农村中老年群体，但整体上看聚焦这一群体的文章仍属于

少数。
２． ２　 中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研究

本研究将“中老年人”群体定义为 ５５ 岁及以上人群。 在人口老龄化和互联网普及的双重背景下，互联

网使用对于中老年人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成为了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议题。
生活满意度是测量中老年人生活质量、衡量中老年人心理健康和社会整体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Ｄｉｅｎｅｒ

（１９８４）认为，个体对自身生活的总体评价体现出的是主观幸福感在认知层面的满意度，也就是人们对自己

生活的感受和体验，即生活满意度。 在东亚社会，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

（Ｃｈ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４）。 此外，也有不少研究以幸福感作为切入点。 一些研究发现，使用互联

网可以增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且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老年人的幸福感更强（赵波等，２０２２；蒋俏蕾、陈宗

海，２０２１）。 而另一些研究则表明，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和非社会化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并不

显著。 换言之，中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及其互联网使用状况并非是影响其生活幸福感的直接原因（丁雨桥、温
勇，２０２２）。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使用短视频对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不同群体间存在差异。 首先，
数字鸿沟突出表现在老年群体和青年群体之间（陆杰华、韦晓丹，２０２１），但同时也将在中年群体和老年群体

之间延续。 其次，李艳萍（２０２２）还认为，短视频的使用习惯在农村中老年用户中有明显差异———女性用户

比男性用户更加关注社交，更乐于在短视频上发布视频表达自我；而男性用户则更多地将短视频视为信息获

取的工具。 然而，既有研究并没有细化分析农村中老年人短视频使用的群体差异。 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

假设：
Ｈ１：短视频使用有助于提高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Ｈ２ａ：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年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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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２ｂ：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２． ３　 中老年人互联网使用与社会联结的研究

在互联网使用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相关研究中，一些研究关注到了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 有研究讨论

了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对于提升其生活质量的积极效应，包括促进与家人朋友的交流、维持广泛的社会网络、
参与线上休闲活动等（Ａｇｇａｒｗａ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陈鑫和杨红燕（２０２１）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提高与朋友、家人

的社会网络质量，从而提高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也有研究表明，短视频使用通过维系代际间情感关系、
增进老年人的政治性社会参与，由此抑制了老年人社会网络衰落并提升了生活质量水平（张驰、向晶，
２０２３）。 现有文献已对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但社会网络主要衡量的是与家庭成员

及朋友的强关系，无法反映出其他社会人际交往的弱关系，而短视频的特点恰好决定了其在拓展弱关系方面

的优势。 因此，社会联结的引入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其作用机制。
“社会联结”（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ｎｅｓｓ）这一概念最初由 Ｌｅｅ 和 Ｒｏｂｂｉｎｓ（１９９５）提出，被定义为自我的一种属

性，它从整体上反映出对与社会世界保持持久的人际亲密关系的认识。 联结感知高的人们往往表现出更愿

意亲近他人、认同他人并积极参与社会团体和活动的特质；相反，联结感知较低的人们则会觉得自己与他人

和整个世界的人际关系疏远，难以与社会世界建立联系，且在社交场合感到不自在。 张楚凡等人（２０２３）指
出，社会联结既是衡量健康老龄化的指标之一，又是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而互联网作为新的

“社会联结”要素，为中老年群体打开了一个增强社会联结的窗口。 有研究表明，农村老年人群的短视频社

交网络以复制现实的人际网络为主，短视频的使用不断维系、延伸并满足着他们的公共交往，促使老人走出

家门，完成多人在场的聚拢和互动（廖航凌，２０２０）。 总体来看，学界近年来关于中老年人社会联结的关注度

有所提高，但大多仍停留在理论梳理和论述的阶段，相关实证研究相对较少。 因此，本研究将引入社会网络

和社会联结两项变量，以全面测量社会交往的中介效应，并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ａ：短视频使用将通过促进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网络来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Ｈ３ｂ：短视频使用将通过促进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联结来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２． ４　 中老年人互联网使用与孤独感的研究

互联网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联结功能反映出其社交属性，有学者就此提出了互联网悖论，并在进一步研究

中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线下人际互动的双向作用，认为外向者更能从互联网中获得积极的社会支持，内向者

则相反（Ｋｒａｕ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引入了孤独感来分析其中的影响机制。 孤独感是指“老
年人感到与重要他人处于相互脱离或者不和谐的关系，从而感到被疏远和轻视”（吴捷，２００８）。 早期研究发

现，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焦虑和孤独的个体，更可能转向互联网以展示真实自我并建立社交关系（ＭｃＫｅｎ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 有研究认为，更高程度的互联网使用将降低孤独感并改善生活满意度（Ｈｅ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从年龄上看，互联网使用对缓解 ４５ ～ ６９ 岁中老年人的孤独感无显著影响，而对 ７０ 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

人则影响显著（卢志远等，２０２３）。 从功能上看，许肇然等（２０１７）将互联网使用分为以获取信息为主的“人 －
机”媒体类服务和以交互活动为主的“人 －机 －人”交流类服务，其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参与的影响，认
为尽管线上交流可能挤占线下交流的时间精力，孤独感较强的老年人仍能够从“人 － 机 － 人”的交流类服务

中获得社交代偿。 也有研究认为，互联网的人际交往类用途能够拓展家庭网络和朋友网络，从而降低老年人

的孤独感；信息获取类用途则既可能缓解孤独感，也可能因削弱社会网络而加重孤独感（唐丹等，２０２２）。 由

此可见，孤独感和互联网使用存在着相互作用，引入孤独感有助于改变对于互联网社交属性的单一理解。 同

时，孤独感和幸福感、心理健康等因素紧密相关（赵娜等，２０１６），有助于增进对生活满意度的测量把握。 短

视频作为一项综合类的互联网形式载体，兼具信息获取和人际交往功能，孤独感体验也将在其中发挥着重要

影响。 实际测量中，孤独感一般包括社会孤独和情感孤独，前者为个体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支持感知，后者为

个体主观情绪上的体验（ｖａｎ Ｂａａｒｓｅｎ，２００２；朱荟，２０２１）；同时对农村中老年人而言，子女是其重要的社会支

持（孙薇薇、石丹妮，２０２０）。 因此，本研究将引入家庭子女数和孤独感知度两项变量，以测量孤独感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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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并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ａ：在不同的家庭子女数下，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差异。
Ｈ４ｂ：在不同的孤独感知度下，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差异。

３　 研究设计

３． 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全国具有代表性农村地区中老年人短视频使用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

使用过短视频的 ５５ 周岁及以上的农村中老年人，调查内容为基本情况、短视频使用情况、身心健康和主观幸

福感三部分。 为确保样本代表性和有效性，调查采取了典型抽样、ＰＰＳ 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首

先，根据区域、经济、人口规模、中老年使用短视频综合排名等因素，抽取出北京、浙江、贵州、河南四个代表性

的直辖市 ／省；其次，按照四个直辖市 ／省的区 ／地级市，各选择一个区 ／地级市，分别为北京密云、浙江台州、贵
州遵义、河南平顶山；再次，每个省 ／直辖市按经济和人口规模抽出区、县，分别为北京密云、浙江台州温岭、贵
州遵义红花岗、河南平顶山郏县；最后，在抽取出的社区中，每个社区、村随机抽取 ２５ 名 ５０ 岁以上中老年人

进行问卷调查。 针对农村中老年人短视频使用的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２１１７ 份，筛选掉几乎不用短视频的样

本，得到最终样本 １６８６ 份。
３． ２　 变量设置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生活满意度。 根据“总的来说，您对您目前的生活感到满意吗？”一题，将“很不满意”
“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很满意”５ 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赋值 １ ～ ５ 分，得到生活满意度的连续

变量；将“很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赋值为 ０，将“比较满意”和“很满意”赋值为 １，得到生活满意度的

二分变量，即是否对当前生活满意。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短视频使用。 根据“您使用短视频的频率是？”一题，
将“偶尔用，但少于一周一次”“一周一次”“两三天一次”“每天都用”４ 个程度， 由低到高分别赋值 ２ ～ ５ 分，
得到短视频使用频率的连续变量。 为进一步探究短视频使用的细化影响，根据“您平均每天花费多少时间

在短视频上？”一题，将“不看短视频”“１ 小时以内”“１ ～ ２ 小时”“２ ～ ３ 小时”“３ ～ ４ 小时”“４ ～ ５ 小时”“５ ～ ６
小时”“６ ～ ７ 小时”“７ 小时以上”分别赋值为 ０、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得到短视频日均使用时长

的连续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分为个人特征、家庭背景和健康状况。 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年限和退休状

况；家庭背景包括家庭收入水平和家庭子女数；健康状况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前者通过自评健康来表

示，后者则通过抑郁程度、孤独感知度和自我老化态度来测量。 其中，性别是将男性赋值为 １ 的虚拟变量，年
龄是根据出生年份计算得到受访者 ２０２３ 年的周岁，教育年限是根据学制对教育程度变量进行粗略转换所

得，退休状况是将已退休赋值为 １ 的虚拟变量；家庭收入水平是以 ５ 个等级正向划分的定序变量，家庭子女

数是以具体数值表示的定距变量；自评健康是对身体健康状况重新进行正向赋分所得（得分越高表示越健

康），抑郁程度、孤独感知度、自我老化态度则是分别对抑郁量表、孤独感量表、老化态度量表进行负向得分

处理加总而来（得分越高表示越消极）。
本研究的中介变量是社会网络和社会联结，前者表示受访者与家庭成员、朋友的社会交往与支持，后者

表示受访者认为使用短视频对于促进其社会联结的作用程度。 根据 Ｌｕｂｂ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ｃａｌｅ － ６（ＬＳＮＳ －
６）量表，得分越高表示社会网络越强，即与家人 ／亲戚和朋友的交往越多、能够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 根据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ｎ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 － Ｒｅｖｉｓｅｄ（ＳＣＳ － Ｒ）量表，其包含了 １０ 个正向题目和 １０ 个负向题目，旨在测量个

体与他人亲近、维持和寻求联结的感受，例如“我能够和其他人产生联结”“我发现自己积极参与到了人们的

生活当中”“我能够很好适应新环境”。 结合 ＳＣＳ － Ｒ 和短视频使用感受量表中的部分已有题目，重新构造

一个测量社会联结的量表，将“在我使用短视频的过程中，我感觉和其他人以及社会建立了联系”“使用短视

频增加了我与亲人朋友的见面次数，促进了我和家人朋友的交流和互动”“我对短视频中看到的事情有发言

权，短视频让我对社会和公众事情有了参与感（公共生活）”“短视频让我对其他人和这个社会有了更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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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短视频让我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和技能” “使用技术产品让我的生活变得更方便”６ 个题目的分数加

总，得分越高表示社会联结越好，即认为短视频使用越能促进其社会联结。

表 １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Ｎ ＝１６８６）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生活满意度（１ ～ ５ 分） ３． ９８ ０． ６８
　 生活满意度（否 ＝ ０） ０． ８１ ０． ３９
自变量

　 短视频使用频率（２ ～ ５ 分） ４． ５１ ０． ８１
　 短视频日均使用时长（小时） １． １６ １． ２６
控制变量

　 性别（女 ＝ ０） ０． ５０ ０． ５０
　 年龄 ６１． ２６ ６． ０９
　 教育年限 ８． １２ ２． ７２
　 退休状况（否 ＝ ０） ０． ６８ ０． ４７
　 家庭收入水平（１ ～ ５ 分） ２． ８１ ０． ９２
　 家庭子女数 ２． ０６ ０． ７８
　 自评健康（１ ～ ４ 分） ３． １８ ０． ５８
　 抑郁程度（１０ ～ ４０ 分） １９． ７１ ５． ６１
　 孤独感知度（６ ～ ３０ 分） １４． ６６ ４． ８５
　 自我老化态度（１２ ～ ６０ 分） ３７． ５４ ６． ２５
中介变量

　 社会网络（０ ～ ３０ 分） １５． ３２ ４． ４１
　 社会联结（６ ～ ３０ 分） ２１． ４３ ３． ２２

最终，所有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 １ 所

示。 对于使用过短视频的农村中老年人，他们

生活满意度总体较高，对当前生活满意的比例占

８１． ２６％ ；同时，他们短视频使用频率较高，日均使

用时长约为 １． １６ 小时。
３． ３　 模型设定

第一部分，本研究以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

度的连续变量为因变量，分别以短视频使用频率

和短视频日均使用时长为自变量，建立了 ＯＬＳ 基

准回归模型：
Ｙ１ ＝ α ＋ β０ Ｘｋ ＋∑β０ｊ Ｚ ｊ ＋ ε　 （１）
（１）式中，Ｙ１ 为生活满意度的连续变量。 Ｘｋ

分别表示两个自变量，其中 Ｘ１ 为短视频使用频

率，Ｘ２ 为短视频日均使用时长，Ｚ ｊ 是各类控制变

量，共有 ｊ 个。
第二部分，为进行稳健性检验，本研究以生活

满意度的二分变量为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保持不变，建立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
ｌｏｇｉｔ（Ｙ２） ＝α″ ＋ β″０Ｘｉ ＋∑β″０ｊＺｊ ＋ ε″　 （２）
（２）式中，Ｙ２ 为生活满意度的二分变量，ｌｏｇｉｔ

（Ｙ２）为生活满意度二分变量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函数。
第三部分，本研究采用 ＯＬＳ 基准回归模型，进行了分年龄和分性别的异质性分析。
第四部分，为探究短视频使用频率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本研究分别以社会网络和社

会联结为中介变量建立了中介回归模型：

Ｙ１ ＝ ｃＸ１ ＋ ∑β１ｊＺ ｊ ＋ ε１ （３）

Ｍ１ ＝ ａ１ Ｘ１ ＋ ∑β２１ｊ Ｚ ｊ ＋ ε２１ （４）

Ｍ２ ＝ ａ２ Ｘ１ ＋ ∑β２２ｊ Ｚ ｊ ＋ ε２２ （５）

Ｙ１ ＝ ｃ′Ｘ１ ＋ ｂ１ Ｍ１ ＋ ∑β３１ｊ Ｚ ｊ ＋ ε３１ （６）

Ｙ１ ＝ ｃ″Ｘ１ ＋ ｂ２ Ｍ２ ＋ ∑β３２ｊ Ｚ ｊ ＋ ε３２ （７）

（３）式中系数 ｃ 为自变量 Ｘ１ 对因变量 Ｙ１ 的总效应；（４）式中系数 ａ１ 为自变量 Ｘ１ 对社会网络 Ｍ１ 的效

应；（５）式中系数 ａ２ 为自变量 Ｘ１ 对社会联结 Ｍ２ 的效应；（６）和式（７）式是加入自变量、中介变量之后的模

型，ｃ′、ｃ″分别为自变量 Ｘ１ 在加入 Ｍ１、Ｍ２ 后对因变量 Ｙ１ 的直接效应，ｂ１、ｂ２ 分别为社会网络和社会联结对因

变量 Ｙ１ 的影响效应，ａ１ ｂ１、ａ２ ｂ２ 则分别为其对应的中介效应。
第五部分，为分析短视频使用频率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门槛效应，本研究分别以家庭子女数和

孤独感知度为门槛变量建立了门槛回归模型：

Ｙｉｔ ＝ μｉ ＋ β′４１Ｘ ｉｔＩ（ｑｉｔ ≤ γ） ＋ β′４２Ｘ ｉｔ Ｉ（ｑｉｔ ＞ γ） ＋ ∑β′０ｊＺ ｊ ＋ ｅｉｔ （８）
（８）式中，Ｙｉｔ为生活满意度，Ｘ ｉｔ为短视频使用频率，ｑｉｔ为门槛变量，γ 为门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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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主要实证分析结果呈现

４． １　 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表 ２ 展示了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 ＯＬＳ 回归结果。 由于短视频日均使用时长

的有效数值以“每天都用”为前提条件，故模型 ２ 仅覆盖每天都使用短视频的样本。

表 ２　 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影响的 ＯＬＳ 回归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短视频使用频率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８）
－

短视频日均使用时长 － －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５）

性别（女 ＝ ０） ０． ０６４∗

（０． ０２９）
０． ０５７

（０． ０３５）

年龄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３）

教育年限
－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０７）

退休状况（否 ＝ ０） ０． ０７８∗

（０． ０３３）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０）

家庭收入水平
０． ０４３∗∗

（０． ０１６）
０． ０５０∗

（０． ０２０）

家庭子女数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２３）

自评健康
０． ３５９∗∗∗

（０． ０２６）
０． ３１３∗∗∗

（０． ０３３）

抑郁程度
－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４）
－ ． ０２１∗∗∗

（０． ００５）

孤独感知度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０５）

自我老化态度
－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３）

截距系数
４． １５２∗∗∗

（０． ２４９）
４． ８６８∗∗∗

（０． ２８０）
Ｒ２ ０． ２３０ ０． ２４５
样本量 １６８６ １１３７
　 　 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差； ＋ 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ｐ≤０． ００１。 下同。

总体上看，短视频使用频率与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

满意度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短视频日均使用时

长则与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之间不具有显著相

关性。 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随着短视频使用

频率的增加，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也有所提高，
且在 ０． ０５ 的水平上显著；但在每天都使用短视频的农

村中老年群体中，日均使用时长的增加并不会带来生活

满意度的提高。 已有研究表明，相较于不使用互联网的

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更高（靳永

爱、赵梦晗， ２０１９； 杜鹏、 汪斌， ２０２０； 陆杰华、 李芊，
２０２２）。 这些研究主要关注是否使用互联网的影响，本
研究则进一步探究了短视频的使用频率和使用时长，发
现短视频使用频率对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发挥

了显著正向作用，而使用时长对于提高其生活满意度并

没有明显作用。 由于频率意指对特定行为的重复，时长

或可暗示特定行为的程度内容，故相较于使用短视频的

深入程度和具体内容，农村中老年人使用短视频的行为

本身对于提高生活满意度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也与以

往研究发现相吻合。
同时，个人特征、家庭背景、健康状况也对农村中老

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了一定影响。 个人特征方面，农
村中老年男性比女性的生活满意度更高，已经退休的农

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更高，年龄越大、教育年限越高，
生活满意度越低。 教育年限的作用似乎有违常识，但李

雪莲和刘德寰（２０１８）提出了社交网络知识获取的结构

性悖论，认为高文化程度群体更容易在互联网中感到知

识焦虑，而低文化程度群体则往往认为自己获得了更多

知识，且该现象在进入中年后更加突出。 同理，受教育

年限更高的农村中老年人更可能陷入海量短视频带来的信息焦虑之中，这将构成生活满意度下降的一个重

要因素。 家庭背景方面，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越高。 健康状况方面，自评健康越

差、抑郁程度越高、自我老化态度越消极，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越低。 此外，家庭子女数和孤独感知度

的作用并不显著，这将在后文门槛效应分析中作出补充讨论。
４． ２　 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由于 ＯＬＳ 回归模型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模型结果的稳健性仍有待检验。 因此，本研究采取了模型替

换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生活满意度的二分变量为因变量建立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方程。 表 ３ 为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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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影响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变量 模型 ３ 模型 ４

短视频使用频率
０． ２３３∗∗

（０． ０８５）
－

短视频使用日均时长 － ０． ０３９
（０． ０７３）

性别（女 ＝ ０） ０． ２４７ ＋

（０． １４１）
０． ０７２

（０． １７６）

年龄
－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６６∗∗∗

（０． ０１５）

教育年限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８）

－ ０． ０２７
（０． ０３６）

退休状况（否 ＝ ０） ０． ４６６∗∗

（０． １５８）
０． ２１１

（０． ２０７）

家庭收入水平
０． ２６４∗∗

（０． ０８３）
０． ２８６∗∗

（０． １０４）

家庭子女数
０． ２１９∗

（０． ０９９）
－ ０． ０７０
（０． １２５）

自评健康
１． １７９∗∗∗

（０． １３５）
０． ９４７∗∗∗

（０． １７５）

抑郁程度
－ ０． ０８６∗∗∗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９５∗∗∗

（０． ０２１）

孤独感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５）

自我老化态度
－ ０． ０９３∗∗∗

（０． ０１４）
－ ０． １１３∗∗∗

（０． ０１７）

截距系数
３． ８１５∗∗

（１． １９１）
８． ４１７∗∗∗

（１． ５５８）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９９ ０． ２１７
样本量 １６８６ １１３７

　 　 注：模型拟合优度指标为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 Ｒ Ｓｑｕａｒｅ。

　 　 比较表 ２ 和表 ３ 可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与 ＯＬＳ 模型的

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由于模型不同，各变量的回归系数

大小存在一定差异，但其作用方向和显著性水平基本保

持稳定，可以认为实证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４． ３　 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异

质性分析

为探究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

影响是否在不同群体间存在差异，本研究分别针对年龄

和性别进行了分样本回归。 表 ４ 为分样本回归结果。
分样本回归分析表明，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

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适用于所有群体，其作用在农村

中年群体和农村中老年女性中更为显著，但在农村老年

群体和农村中老年男性中则并不显著。 结果显示，短视

频使用频率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效应，在农村中年群体

中具有 ０． ０５ 的显著性水平，在农村中老年女性中具有

０． １ 的显著性水平。 一方面，“老年数字鸿沟”理论及相

关实证研究已揭示，由于生理认知机能的衰退、技术设

计中的年龄歧视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老年人的互

联网使用与中青年群体存在明显差距，尤其面临着使用

功能的受限和网络诈骗的风险 （陆杰华、 韦晓丹，
２０２１）。 因此，数字素养更高的农村中年群体更容易从

短视频使用中获益并提高其生活满意度，老年群体则可

能由于使用技能有限而更难从短视频中获得积极收益。
另一方面，新近研究发现，中老年女性在互联网使用过

程中表现出了比男性更强的视频娱乐型和深度使用型

倾向，前一类以看网络视频为主，后一类则意味着长时

间使用各类互联网功能（靳永爱等，２０２４）。 由此可以

推测，农村中老年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通过短视频使用获

得愉快体验。

表 ４　 短视频使用频率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影响的分样本回归 　
变量 中年 老年 男性 女性

短视频使用频率
０． ０５８∗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７）
０． ０４３ ＋

（０． ０２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 ２６４ ０． ２４６ ０． ２４２ ０． ２２６
样本量 ９０４ ７８２ ８４６ ８４０

４． ４　 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生

活满意度影响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选择以社会网络和社会

联结作为中介变量，来探讨短视频使

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

中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 表 ５ 为中

介回归结果。
首先，以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

以短视频使用频率为自变量的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其次，分别以社会网络和社会

联结为因变量、以短视频使用频率为自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短视频使用频率与社会网络不具有显著相关

性，故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并不成立；短视频使用频率与社会联结具有显著正相关，可做进一步中介效应分

析。 最后，在基准回归模型之上加入社会联结后的结果显示，短视频使用频率的回归系数从 ０． ０４１ 降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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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短视频使用频率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影响的中介路径：社会联结

０． ０３３，且显著性水平明显下降，表明其对于农

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有所减弱；同
时，社会联结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０２，且在 ０． ００１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社会联结可能在其中发挥

了部分中介效应。 经 Ｓｏｂｅｌ 检验可得，社会联

结的间接效应为 ０． ００８，且在 ０． ０１ 的水平上显

著，其中介贡献率为 １９． ３３％ 。 以往研究也表

明，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能感受到更高的社会

联结，表现出更高的社会认知能力和社会适应情况，因而也具有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洪建中等，２０１５）。 为

什么使用短视频并未强化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却反而能提高其社会联结。 有研究认为，抖音短视频具

有拓展弱关系和削弱强关系的双重可能。 一方面，刷短视频可以增加社会交往的范围和频率；另一方面，独
自观看短视频的行为也侵占了家庭成员的相处时间（李香婉，２０２２）。 换言之，短视频能够让农村中老年人

接触到日常生活空间之外的他人社会，但难以实质性地增进其社会支持网络。 图 １ 为短视频使用频率对农

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中介机制。

表 ５　 短视频使用频率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影响的中介回归（Ｎ ＝１６８６） 　
变量 生活满意度 社会网络 生活满意度 社会联结 生活满意度

短视频使用频率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０． １３０）
０． ０４１∗

（０． ０１８）
０． ３９７∗∗∗

（０． ０９５）
０． ０３３ ＋

（０． ０１８）

社会网络 － －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３）
－ －

社会联结 － － － －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 ２３０ ０． ０９６ ０． ２４１ ０． １０１ ０． ２３７

表 ６　 短视频使用频率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影响的门槛效应检验（Ｎ ＝１６８６） 　
变量 模型 ＬＭ 值 Ｐ 值 ＢＳ 次数

家庭子女数 　 　 　 第一门槛
第二门槛

２８． １７７∗∗

９． ９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７５８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孤独感知度 　 　 　 第一门槛
第二门槛

１１３． ７２２∗∗∗

１０． ５６８
０． ０００
０． ８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表 ７　 短视频使用频率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门槛回归 　
变量 家庭子女数≤２ 家庭子女数 ＞２ 孤独感知度≤１８ 孤独感知度 ＞１８

短视频使用频率
０． ０４６∗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４５）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９６∗

（０． ０３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２ ０． ２５６ ０． ２００ ０． ２８８ ０． ２９６
样本量 １２９２ ３９４ １２０９ ４７７

４． ５　 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

门槛效应分析

本研究选择以家庭子

女数和孤独感知度作为门

槛变量，来分析短视频使用

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

度影响中可能存在的门槛

效应。 表 ６ 为门槛效应检

验结果。
门槛效应检验表明，在

农村中老年人短视频使用

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
家庭子女数和孤独感知度

均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

应。 表 ７ 为门槛回归结果。
具体来看，家庭子女数

的门槛值为 ２，孤独感知度

的门槛值为 １８。 门槛回归

结果显示，当家庭子女数少

于或等于 ２ 个时，短视频使

用频率对农村中老年人的

生活满意度发挥了正向影

响，且在 ０． ０５ 的水平上显

著；但当家庭子女数超过 ２ 个时，短视频使用频率对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不再具有显著作用。 当孤独

感知度得分低于或等于 １８ 分时，短视频使用频率对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不具有显著作用；而当孤独

感知度得分高于 １８ 分时，短视频使用频率则对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发挥了正向影响，且在 ０． ０５ 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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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上显著。 这表明，无论是社会孤独还是情感孤独，只有当农村中老年人的孤独感超过了一定门槛，使用短

视频频率越高，其生活满意度才会显著提升。 以往研究显示，孤独感在互联网使用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发

挥了多种作用（谢祥龙，２０１６；丁雨桥、温勇，２０２２）。 相较于农村其他中老年群体，现实中感到孤独的人更倾

向于从短视频中获得情感弥补，也更可能通过短视频来拓展其社会联结，进而改善其生活满意度。 当前，农
村地区老龄化加剧暗示了农村留守老人的比例提升，而这意味着短视频的积极效益将持续增强。
５　 结论与讨论

基于 ２０２３ 年全国代表性农村地区中老年人短视频使用抽样调查数据，本研究建立了 ＯＬＳ 回归模型来

分析短视频使用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通过分样本回归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同时进一步探究

了其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 研究发现：
首先，短视频使用频率与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短视频使用频率越

高，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也越高。 以往研究发现，数字融入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具有正向促进作

用，且农村老年人通常获益更多（姜山等，２０２２）。 此外，年龄越小、教育年限越少、家庭收入水平越高、自评

健康越好、抑郁程度越低、自我老化态度越积极的已退休农村中老年男性，其生活满意度通常更高。
其次，分年龄和分性别来看，短视频使用频率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仅在中年群体和女性群

体中显著。 短视频使用频率越高，农村中年群体和中老年女性的生活满意度将明显增加。 过去学界认为，社
会分层将从现实社会延伸至网络空间，女性数字技术使用频率更低、线上活动范围更狭窄、对自身数字技能

评价也更低（赵万里、谢榕，２０２０）。 而新近研究表明，中老年女性的互联网使用比中老年男性更加全面深入

（靳永爱等，２０２４）。 可以推测，由于中年群体和女性群体具备更高的数字素养，故而更能通过使用短视频改

善生活质量并提高生活满意度。 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看，短视频使用的正向影响将有可能打破性别不平等

的数字化再生产机制。
再者，就作用机制来看，社会联结在短视频使用频率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

介效应。 这部分社会联结包括与他人社会的联系、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对他人社会的了解、与家人朋友的互

动、习得新的知识技能及使用便捷的技术产品。 短视频使用频率越高，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联结就越强，生
活满意度也明显提高，且该路径中介贡献率为 １９． ３３％ 。 以往研究表明，老年人能通过信息传播技术获得使

用功能和社会交流的双重价值（方惠、曹璞，２０２０），二者都是社会联结强化的外在表现，对提高老年人的生

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也应注意到，短视频使用对增强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并无明显作用。
最后，就作用条件来看，家庭子女数和孤独感知度分别在短视频使用频率对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

影响中发挥了单一门槛效应。 当家庭子女数少于或等于 ２ 个时，或者当孤独感知度得分高于 １８ 分时，短视

频使用频率对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发挥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已有研究认为，通过互联网寻求人际交

流的行为与更高水平的孤独感相关（Ｓｕ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因此，只有当农村中老年人的孤独感达到了一定门

槛以上，使用短视频才有助于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虽然既有研究已从多个角度充分讨论了互联网使用对中老年人的积极效应，但本研究进一步聚焦于当

前受到中老年人青睐的短视频，并关注了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农村中老年群体，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

义。 尽管既有研究也对不同群体间的异质性、社会网络的中介路径或孤独感的多种效应展开了相应讨论，本
研究仍对相关议题的理论探究作出了有益推进。 本研究不仅区分了短视频使用频率和使用时长的差异，发
现使用短视频的行为相较于使用的内容程度更能提高农村中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同时强调了农村中老年

女性使用短视频的积极效应，反驳了简单的性别不平等数字化再生产假定；此外通过考察社会网络和社会联

结的中介效应，指出短视频对于弱关系有着比强关系更显著的改善作用；最后还通过分析家庭子女数和主观

孤独感的门槛效应，认识到社会孤独或情感孤独的农村中老年群体更可能从短视频中获益。 因此，这要求我

们从更广、更深的维度来思考互联网使用与中老年群体的福祉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于 ２００２ 年提出了积极老龄化（Ａｃｔｉｖｅ Ａｇｅｉｎｇ）概念，是指“一个完善健康、参与和保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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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ＷＨＯ，２００２），其致力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Ｇｅｒｇｅｎ 夫妇（２００３）共同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三

大主题，分别是自我提升、人际关系和社区贡献，包括学习知识技能、发展社会关系网络以及扩展社会生活范

围。 随着信息化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以数字融入促进社会联结成为了实现积极老龄化的应有之义。 应

积极推广以短视频为代表的互联网社交媒体，通过适老的功能设计和内容发布以方便中老年人的日常使用，
增加其与他人、社会的广泛接触，充分发挥社会联结作用，为社会孤独和情感孤独的中老年人提供替代性的

社交补偿。 比如加强研发老年模式界面，构建线上老年互动社区，并以此助力线下活动开展。 同时，针对缺

乏数字素养的中老年群体，应以多种形式增强其数字技能，帮助其改善健康、参与社会、获得社会保障，不断

提升其生活生命质量（刘述，２０２１）。 比如设立老年大学互联网学习课程，开展社区老年数字技术培训讲座，
鼓励青年群体对中老年人进行文化反哺。 总之，应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着手，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不断推动

积极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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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ｉｌ Ｐ．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Ｊｕｂｌｉｅ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２００８，２２（４）：１１５ － １３４． 　 ▲

■■■■■■■■■■■■■■■■■■■■■■■■■■■■■■■■■■■■■■■■■■■■■■■

（上接第 １３８ 页）
Ｌｅｅ Ｒ Ｍ，Ｒｏｂｂｉｎｓ Ｓ Ｂ．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ｎｅｓｓ：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ｃａｌ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５，４２（２）：２３２ － ２４１．
ＭｃＫｅｎｎａ Ｋ Ｙ Ａ，Ｇｒｅｅｎ Ａ Ｓ，Ｇｌｅａｓｏｎ Ｍ Ｅ Ｊ．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Ｗｈａｔ′ｓ ｔｈｅ ｂｉｇ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２００２，５８（１）：９ － ３１．
Ｓｕｍ Ｓ，Ｍａｔｈｅｗｓ Ｒ Ｍ，Ｈｕｇｈｅｓ Ｉ，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ａｎｄ 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Ｊ］． Ｃｙｂｅ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００８，１１（２）：２０８ －

２１１．
ｖａｎ Ｂａａｒｓｅｎ Ｂ．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ｎ 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ｌｏｓｓ：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ｓｅｌｆ － ｅｓｔｅｅｍ ｏ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ｏｎｅｌｉ⁃

ｎｅｓ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ｄｅａｔｈ ｉｎ ｌａｔｅｒ ｌｉｆｅ［ Ｊ］．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ｆ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Ｓｅｒｉｅｓ Ｂ，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２，５７（１）：Ｓ３３ － Ｓ４２．

ＷＨＯ．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ｇｅｉｎｇ：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Ｒ ／ ＯＬ］． （２００２ － ０４）［２０２４ － ０４ － ３０］． ｈｔｔｐｓ： ／ ／ ｅｘｔｒａｎｅｔ． ｗｈｏ． ｉｎｔ ／ ａｇｅ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ｗｏｒｌｄ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４ ／ ０６ ／ ＷＨＯ － Ａｃｔｉｖｅ － Ａｇｅｉｎｇ －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ｐｄ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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