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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 CGSS2017（2017 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在智能传播的社会背景下互联网使用频率对乡村居民幸福感

的影响。运用 SPSS 软件，使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方法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乡村居民幸福感

就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乡村居民幸福感就越高；性别、健康状况、参保情况和地区都对乡村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本文

研究的结果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评估和乡村居民提高生活质量的方法都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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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use on the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in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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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CGSS2017 (2017 China Social Comprehensive Survey Data), in this paper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age frequency on rural residents' happiness under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was studied. SPSS software and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ethod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experimental data.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higher the frequency of Internet use, the higher the 

happiness of rural residents. Besides, some other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lso have similar effects, such 

as: the higher the education level, the higher the happiness of rural residents; In addition, gender, health 

status, insurance coverage and region all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happiness of rural resident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evalu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methods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ural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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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进入新时代以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大力扶持乡

村产业发展，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各项事业

全面发展，改善供水、供电、信息等基础设施，加快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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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此时就需要许多指标来衡量乡

村振兴的进度和程度，居民幸福感就是其一。研究乡

村居民幸福感能从最根本上把握乡村居民的实时感

受，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互联网的最大功能之一就是填平了城乡之间的

信息鸿沟，随着数据 2.0 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使用逐

步普及，基于互联网的创新变革正在中国各地农村悄

然兴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实施数字乡村

建设发展工程，建立农业农村大数据体系，发展智慧

农业，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

合，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包括乡村公共服务、社会

治理等方面。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和智能互联

网正在改变乡村振兴的根本逻辑。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智能传播环境下的互联网使

用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智能传播

是传播学和人工智能的结合体[1]，智能传播的发展大体

被分为三个阶段[2]：从 2013 年起，智能传播进入发展初

期，该时期智能传播研究的主题集中于大数据和数据新

闻，并且很少涉及人工智能相关的问题；2016年之后，智

能传播研究进入到成长期，学者开始逐渐关注人工智能

这一领域，并研究人工智能对传媒业的影响；智能媒体

在2018年蓬勃发展，学术界对其进行的研究不断高速增

长，追求深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一些学者发表学术论

文集中于算法以及媒体融合这些研究热点，这使得观察

者获取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发展的本质是为了服务人

类，故智能媒体时代中衍生的技术对人们生活产生的影

响开始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

2 文献回顾

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建设对农村地区的发展能

产生一定的作用。查雅雯等[3]认为提升移动网络覆盖

深度可以提高移动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可得性，为数

字乡村整体进程提供技术保障。黄凯迪等[4]认为互联

网使用能够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丰富农户家庭社会

资本进而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

有助于改善农民资源禀赋水平，增加农村有效劳动力

供给，促进农户家庭持续增收。杨红[5]认为大力推进

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有利于实现网络扶贫，互联网

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加快信息的传播，有利于就业

供给与就业需求的匹配，且互联网在对农户非农经营

收入增加方面有很大的潜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开始追求幸福感，

其中个人因素对其幸福感的影响较为显著。黄嘉文[6]

认为个人教育水平对城市的居民幸福感起正向影响，

且这种影响非常显著，具有中专、高中和大学以上学

历的个体幸福感最高。李涛等[7]发现，自有住房产权

类型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明显区别，居民的幸福

感与大产权住房的数量息息相关。胡晓鹏等[8]的研究

发现养老保险能显著提升自评幸福感，子女数量和养

老保险对农民幸福水平有正向作用。

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发展，通信技术与居民幸福感

的关系逐渐成为学界讨论的话题。冷晨昕等[9]认为互联

网技能通过改善农村居民的休闲满意度提升其幸福感。

雷晓康等[10]认为互联网活动可以帮助老年人更好地融

入社会，以人际互动为基本诉求的互联网活动更有利于

拉近和他人的距离，对老年人社会融合感知的影响更直

接，影响强度也更大。许海平等[11]认为互联网使用能有

效降低农村居民的疏离感和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

感。甘小立等[12]认为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

响的作用机制在于其信息获取功能，而且互联网信息获

取的重要性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要显著高于电视、

报纸、期刊、广播等传统媒介。李艳燕[13]认为互联网使

用对城乡居民各文化消费细分类型均有显著提升作用，

但差异性较大；乡村居民文化消费中体育保健支出、文

化娱乐支出的拉动作用明显，城镇居民文化消费中旅游

支出、教育培训支出的拉动效果显著。这一定程度表明

互联网使用能够有效促进城乡文化消费结构优化。

相比于已有文献，本文在研究互联网使用频率对乡

村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时，加入了更为全面的控制变量体

系，减少了混杂因素的干扰，加强了研究结果的外部有

效性。本文结合理论分析，探讨其中蕴含的内在关系，

为乡村的发展与乡村居民的幸福生活提供一个数据参考。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实验数据来自于 CGSS2017（2017 年中国社会综

合调查数据），包含了受访者的互联网使用频率、个人情

况、家庭情况、教育水平以及一些有期望等级的问卷答

案等信息，比较适合做实证分析，且与本文主题高度契合。

3.2 变量选取

在数据处理上，本文是对农村居民群体进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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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故将非农村居民群体的个案删除，只保留农村居

民个案。最后经过数据清洗等一系列步骤，保留有效

个案数 4539 个。

3.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居民幸福感作为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依

据 CGSS2017 对居民幸福感的五个分级，将被解释变量

定义为 1、2、3、4、5 共五个等级，分别对应：非常不幸福、

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

3.2.2 核心解释变量

互联网使用频率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依据

CGSS2017 对居民互联使用情况的五个分级，将互联

网使用频率定义为 1、2、3、4、5 共五个等级，分别对应

从不、很少、有时、经常、非常频繁。

3.2.3 控制变量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的高低往往也能反映一个

人生活质量，最终能作用于个人幸福感的高低。将教

育程度分为 1、2、3、4 共四个等级，分别对应（初中、小

学及以下）、（高中、中专、技校）、大学、研究生及以上。

·健康状况。个人健康状况能直观反应个人幸福

感，因为其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依据 CGSS2017 对

个人健康状况的五个分级，将健康状况定义为 1、2、3、

4、5 共五个等级，分别对应：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

般、比较健康、很健康。

除此之外，还包括年龄、个人年收入、性别、个人

婚姻状况、房产拥有情况、宗教信仰情况、保险参保情

况、地区等变量，对受访人进行全方位的变量描述，以

让结果更具可靠性。

3.3 研究模型

本研究首先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并参考蔡蔚

萍[14]的计量方法运用 OLS（Ordinary Least Squares）模

型和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变量进行分析，探究互联

网使用频率等一系列变量对乡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具体模型如下：

Happinessi =β0+β1interneti+β2Xi+ϵ. （1）

其中 Happinessi 代表第 i 个居民幸福感；interneti

代表第 i 个居民互联网使用频率；Xi为控制变量，代表

第 i 个居民的其他个人指标，如：受教育水平、婚姻状

况、宗教信仰、身体健康情况、参保情况、地区、民族、

性别等变量；ϵ 为扰动项。

4 实证分析

4.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如表 1 所示，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进行初

步观测。实验对象居民幸福感均值为 3.78，处于比较

幸福的范围。而实验对象居民互联网使用频率整体

偏低，推测原因可能为乡村地区互联网的普及水平相

比较低。实验对象居民男女比例基本维持在 1:1，排

除了一些潜在影响。实验对象居民整体受教育水平

偏低，推测原因可能为乡村的教育资源较缺乏。实验

对象居民的整体健康状况在一般水平，且较多群体未

拥有房产。实验对象居民大都参加医疗和养老保险，

且位于中部地区的实验对象居民较多。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居民幸福感

互联网使用情况

性别

年龄

民族

受教育程度

健康情况

婚姻情况

个人年收入

是否有房产

宗教信仰

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变量解释

非常不幸福=1；比较不幸福=2；说不上幸福不幸福=3；比较幸福=4；非常幸福=5
从不=1；很少=2；有时=3；经常=4；非常频繁=5

男=1；女=2
实际年龄（岁）

汉族=1；其他=0
初中、小学及以下=1；高中、中专、技校=2；大学=3；研究生及以上=4

很不健康=1；比较不健康=2；一般=3；比较健康=4；很健康=5
有法定配偶=1；其他=0

实际年收入（元）

是=1；否=2
不信仰=1；其他=0

已参保=1；未参保=2
已参保=1；未参保=2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均值

3.780
2.020
1.520

53.527
0.875
1.174
3.180
0.784

17855.21
1.840
0.89

1.310
1.070
0.228
0.482
0.290

标准差

0.914
1.503
0.500

15.530
0.330
0.479
1.172
0.412

31714.849
0.365
0.308
0.462
0.251
0.420
0.500
0.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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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互联网使用与乡村居民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通过 OLS 模型和有序 logistic 模型对互联网使用

和居民幸福感进行回归分析。平行性检验结果为不

显著，说明该样本集适合做有序 logistic 回归。回归分

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互联网使用与居民幸福感 logistic 回归结果

变量

互联网使用频率

年龄

个人年收入

性别

民族

个人健康状况

婚姻状况

教育程度

房产情况

宗教信仰

参保养老保险

参保医疗保险

是否为东部地区

是否为中部地区

OLS 模型 1
0.058***

（0.009）

OLS 模型 2
0.080***

（0.21）
0.013***

（0.002）
-2.113E-7

（0.000）
0.137***

（0.049）
-0.065

（0.073）
0.202***

（0.022）
0.076

（0.057）
0.072*

（0.049）
-0.112*

（0.060）
0.065

（0.070）
-0.065

（0.051）
-0.091

（0.086）
0.066

（0.064）
0.049

（0.056）

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

-0.645***
（0.209）

0.03***
（0.005）

2.47E-06
（2.21E-06）
-0.324***

（0.115）
0.185

（0.171）
-1.848***

（0.261）
-0.076*

（0.133）
-18.045***
（0.259）

0.235*
（0.14）
-0.141

（0.164）
0.138*

（0.12）
0.135*

（0.202）
-0.198*

（0.15）
-0.171*

（0.13）
（注：1.*p<0.10，**p<0.05，***p<0.01；2. 括号中为标准误。）

分析表 2 中的回归结果，其中 OLS 模型与有序 lo‐

gistic 回归模型系数相反，是因为本文在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设定分类变量回归时，都是选择与该分

类变量中的最高等级进行比较（如：以互联网使用频

率≤4 的群体为基准，与互联网使用频率=5 的群体做

对比，其他变量同理）。模型 1 中对互联网使用频率进

行单独回归，得出较强的相关性。模型 2 在模型 1 上

加了若干控制变量后进行 OLS 回归。对比两类方法

所有变量的输出结果，有序 logistic 回归中回归效果

较好。

①在互联网使用方面，回归效果大都显著。系数

为-0.645，所以在乡村居民中，与互联网使用非常频繁

的人群对比，其余三个频率等级的人群幸福感都要更

低。且从不使用互联网的人群的幸福感是使用互联

网非常频繁的人群幸福感的 0.52 倍。

②在民族方面，回归的结果并不显著。说明在乡

村居民中，居民幸福感和民族是否为汉族没有显著关

系，故不予考虑。

③在个人健康方面，回归结果是显著的。系数为

-1.848，所以在乡村居民中，与很健康的状况相比，其

余四个健康等级的人群的幸福感都要更低。且很不

健 康 人 群 的 幸 福 感 仅 仅 是 很 健 康 人 群 幸 福 感 的

0.16 倍。

④在婚姻方面，回归效果显著。系数为-0.076，说

明在乡村居民中，相较于有法定配偶的人群，没有法

定配偶的人群幸福感要略低。且没有法定配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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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幸福感是有法定配偶人群幸福感的 0.93 倍。

⑤在性别方面，回归的结果是显著的。系数为

-0.324，说明在乡村居民中，女性比男性整体更为幸

福 。 且 男 性 的 幸 福 指 数 整 体 是 女 性 幸 福 指 数 的

0.72 倍。

⑥在教育程度方面，回归结果大都显著。系数为

-18.045，所以在乡村居民中，与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

相比，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的幸福感要更低。且教育

程度为初中、小学及以下人群的幸福感是教育程度为

研究生以上的人群幸福感的 1.46E-08 倍。

⑦在房产拥有情况方面，回归效果显著。系数为

0.235，说明在乡村居民中，与没有房产的人群相比，有

房产的人群幸福感要更高。且有房产的人群幸福感

是没有房产人群幸福感的 1.26 倍。

⑧在宗教信仰方面，回归效果不显著。说明在乡

村居民中，是否有信仰宗教与居民幸福感无显著关

系，不予考虑。

⑨在参加保险方面，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方面回

归效果都显著。首先在养老保险方面，系数为 0.138，

所以在乡村居民中，参加养老保险的群体幸福感要比

不参保的群体幸福感更高，且参加养老保险的群体的

幸福感是不参保群体幸福感的 1.15 倍；其次在医疗保

险方面，系数为 0.135，所以在乡村居民中，参加医疗

保险的群体幸福感要比不参保的群体幸福感更高，且

参加医疗保险的群体的幸福感是不参保群体幸福感

的 1.14 倍。

⑩在地区方面，东部和中部地区回归效果显著。

系数分别为-0.198、-0.171，说明：首先，在乡村居民中，

相比于东部地区，非东部地区的幸福感要更低，且非

东部地区居民的幸福感是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

0.82 倍；其次，在乡村居民中，相比于中部地区，非中

部地区的幸福感要更低，且非中部地区居民的幸福感

是中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 0.84 倍。

5 结果分析

从 上 述 结 果 显 示 的 含 义 来 看 ，对 于 乡 村 居 民

来说：

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频繁的群体，其幸福感等级越

高，互联网可以丰富居民的生活，尤其对乡村居民来

讲，拥有互联网能够更高效的获取信息，为生活带来

更多的便利。但是从描述统计的结果来看，虽然互联

网使用能促进幸福感增加，但是乡村居民对互联网的

使用或者说互联网在乡村的普及情况不太乐观，这可

能是以后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男性比女性具有更低的幸福感，尽管男性在受教

育水平、主观健康感受、就业等方面优于女性，并在一

定程度上导致幸福感高于女性，但是由于某些不可观

测因素（比如社会压力）降低了男性幸福感，从而导致

整体上男性幸福感低于女性[15]。

健康对于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显著，且健康等

级越高的群体，其幸福感等级也越高，这与我们日常

的经验也是高度吻合的，说明了健康对于提升居民幸

福感的重要性。有法定配偶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

作用，所以婚姻的产生和顺畅能对个人幸福感起到很

重要的正向作用。

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其幸福感等级越高，拥有

更高的学历，能对个体本身的生活质量有改善，比如

更好的就业机会、更高的薪金报酬等，但是结果显示

乡村的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因此需要更加深刻地推动

科教兴国战略，让教育资源更平均地分流向乡村，这

也是促进全民生活质量提高的办法。

拥有房产的群体幸福感高，拥有一个固定的住所

能使每个人都安心奋斗。参与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

的群体幸福感高。自从跟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也促进

了居民消费，居民通过消费能提升幸福感[16]，其中就

包括保险的购买。

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居民幸福感都高，因为国

家的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东中部地区，地区的发展水

平就越高，进而导致居民的生活质量增高，最终作用

于居民幸福感的提高。与此相对比，西部地区的本土

资源偏少，人才流失严重，导致西部地区发展相较缓

慢，因此要严格贯彻西部大开发战略，让资源在全国

范围内取得平衡。

6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CGSS2017（2017 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

数据），研究在智能传播的社会背景下互联网使用频

率及其他客观或主观因素对乡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旨在为如何促进乡村居民更好地享受智能传播环境

所带来的福祉等问题提供参考。当前智能技术的迅

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也为乡村居

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但同时也暴露出智能技

术在农村地区应用存在的多方面问题。

本文证实了互联网的使用与建设确实能提高乡

村居民的幸福感，从国家政府层面，应该加大农村互

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确保光纤网络的铺设和无

（下转第 62 页）

14


